
社长兼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孙钱斌孙钱斌 值班副总编值班副总编：：乔虹乔虹 新闻热线新闻热线：：5798313157983131 投稿邮箱投稿邮箱：：zbszbs20162016@@126126.com.com 广告合作广告合作：：5798320857983208 发行推广发行推广：：5798324657983246 订阅处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定价：：全年全年 396396 元元 每月每月 3333 元元
社址社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03103号号 邮政编码邮政编码：：100009100009 国外发行国外发行：：北京北京399399信箱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国外发行代号895895DD 广告经营许可证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市监广登字京西市监广登字2017027520170275号号 经济日报印刷厂印刷经济日报印刷厂印刷 法律顾问法律顾问：：北京市格平律师事务所郑菊芳律师北京市格平律师事务所郑菊芳律师

视点评论 2024年6月4日 星期二主编 吴瑛 责编 侯文雅
美编 颜雪 校对 宛 玲 制作 杨杰4

新闻新闻壹段壹段评评

用激素助长反映了部分家长对孩子身高所产生
的焦虑。孩子的生长发育因个体差异有快有慢，家长
理应正视现状，而不是通过施加“外力”拔苗助长。对
于发育正常的孩子来说，强行用生长激素进行“拔
高”，其产生的各种副作用反而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
康。人为干扰孩子的客观成长规律，最终只会适得其
反。如确有必要，家长也应通过正规医院进行检查之
后，谨遵医嘱进行治疗，切忌滥用激素类药物对孩子
进行一厢情愿地“催熟”。

尊重成长规律，切莫拔苗助长

近年来，医学上主要用于治疗矮小症的生长激素在家长
圈颇受欢迎。有家长看到孩子身高低于同龄人，或者想让孩
子长得更高，便想到给孩子注射生长激素。然而，有媒体近
日采访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数十名给孩子注射过生长激素
的家长发现，他们的孩子虽然身高有所改善，但各种副作用
也不少。

老楼加装电梯，服务亟须跟上

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南里二区电梯已停运半年、东城区
都市馨园电梯停运近5个月后重启……北京一些老楼加装的
电梯“趴窝”的情况近期引发关注。有媒体记者走访上述小
区了解到，自近年推进老楼加装电梯工作以来，北京已加装
电梯数千部，深受市民好评。然而，随着首个5年计费期结
束，因缴费户数减少带来运营资金缺口，导致一些电梯停运。

近日，一种外观类似一块木板的前置“共享单车儿童座
椅”颇受欢迎。不少家长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再也不怕骑车
时没法带孩子”“对付懒娃的神器”……在电商平台上搜索“共
享单车儿童座椅”，价格几十元到100多元不等，不少店铺该
类商品的销量达数千。

别让“共享单车儿童座椅”成“伤娃利器”

王恒 整理点评

用户骑共享单车时安装“儿童座椅”载人，存在严
重的安全隐患。从市场上销售的前置“共享单车儿童
座椅”情况来看，普遍存在支撑点不足、不够坚固的问
题。因此，为保护儿童安全出行，需要监管部门、共享
单车平台和用户多方共同发力、合力共治。市场监管
部门应加强对“共享单车儿童座椅”的监管，尽快出台

“共享单车儿童座椅”的生产和使用标准，对产品质量
进行严格把关；共享单车平台应与儿童座椅生产企业
合作，投放自带儿童座椅的共享单车，满足宝爸宝妈载
娃出行的需求；广大共享单车用户需要提高安全骑车
意识，自觉拒绝购买、安装危险的“共享单车儿童座
椅”，严格依法、文明骑车。

给老楼加装电梯，完善了老旧小区的基础设施建
设，方便了群众的生活。然而，这样的惠民举措却正
在面临“停摆”的尴尬现状，究其原因，是居民和运营
方对于如何缴费产生了分歧。老楼加装电梯的善政
需要运营、服务的及时跟进，对于类似的分歧和矛
盾，相关部门应积极介入，做好协调工作，与居民和
运营方一起探索稳妥可行的付费模式，为电梯的长期
平稳运行保驾护航。

天天 点观观

移风易俗有创意 喜事新办更浪漫
浙江三门树简约嫁娶、和谐婚姻良俗新风

文明婚俗观察

听得懂 记得住
乡风好 百姓安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江平

“互帮友爱，诚信致富；家风家训，传承千
古……”6月1日，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
州若羌县吾塔木乡尤勒滚艾日克村党群服务
中心，宣讲员陈义忠以“宣讲+快板”的方式，
宣讲村规民约“家风家训篇”，该县农牧民党
员培训班的学员们认真地倾听着。

一家之语，可以共之天下。若羌县尤勒
滚艾日克村党总支在充分尊重村民良好习
惯、传统美德、民风民俗的基础上，深入挖掘
家风家训、道德规范等传统文化资源，修订村
规民约，增进各民族群众对乡村治理的文化
认同，以自治促乡村善治。

2022年，若羌县尤勒滚艾日克村党总支
组织村干部、工作队员、“四老”人员等成立村
规民约编写小组，围绕家国情怀、文明致富、
家风家训等5方面提炼总结出村规民约“顺
口溜”，并配套制定了村规民约细则。

“这种根据村情编写的村规民约，简短
又好记，随口就能说出来。”村民帕提古丽·

麦麦提说。
如今，听得懂、接地气的村规民约不仅融

进了村民心里，还有效解决了以往村规民约
内容繁多、不便记忆的问题。

“乡风好，百姓安。新版村规民约的实
施，不仅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乡村面貌和群众
思想，也成了乡村治理的法宝。”若羌县教育
和科学技术局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工作队
长王松涛说。

“道德沃土”需要营养，更需要厚植。尤
勒滚艾日克村党总支在基层治理过程中，不
仅注重弘扬传习本村优秀家风家训，鼓励村
民搜集整理家风家训，还对通过群众推荐、征
求意见、多方评比选出的致富带头、助人为
乐、教子有方等“最美家庭”进行集中展示。
该村倡导村民家家户户挂家训，打造家风家
训传习室、家风家训示范巷，以良好家风引领
村民敦亲睦邻、戒斗息讼。

“童家家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礼
义仁厚、勤政为民……”在尤勒滚艾日克村家
风家训示范巷，一块“最美家庭”展板记录着

村民童勤刚家的故事。
“从小到大，父亲总是教导我们要肯吃

苦、不服输，遇到困难迎难而上。工作环境虽
然艰苦，但我时刻牢记父亲教诲，坚持努力拼
搏，把工作干好干出色。”童勤刚的大女儿童
琪轶说。2021年7月，常年工作在罗布泊的
她被评为“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

为提升村民文明素养，尤勒滚艾日克村
将劳动模范、村级创业能人、村级文化带头人
等培养成民间乡贤，引导他们发挥好表率和
传帮带作用，通过晒家训、讲家风等形式，让
好家风、好家训融入群众日常生活。

“这是传家宝，我相信好的家风能代代相
传。”提起家风家训的重要性，村民宋礼深有
感触。他说，“诚信种枣 勤劳致富”的家训牌
匾一直挂在他家客厅最醒目的位置。

宋礼是若羌县最早靠种植红枣富起来
的农户之一，15年前就住上了两层楼的小
别墅。多年来，他义务指导村民管护枣园，
提高红枣品质和产量，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
学生，给白血病患者提供帮助，给地震灾区

捐款等事迹，在村里被传为佳话。2022年7
月，他荣获自治区第七届道德模范（民族团
结）提名奖。

口口相传的家训、代代传承的家风、朗朗
上口的村规，激励着村民们时时自省自律。
以前无人问津的坑洼路面，有人修补了；不戴
头盔驾驶电动车的人慢慢变少了；不想外出
务工、在家游手好闲的懒汉不见踪影了……

好风尚塑造好家风，好家风塑造好家庭。
2023年，尤勒滚艾日克村新增孝老爱

亲、团结邻里等先进典型16人；评选“最美庭
院”224户；选树道德模范、“身边好人”3名；
评出“十星级文明户”98户；尤勒滚艾日克村
荣获“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称号。

“村规家训是‘有形的手’，村风家风好似
‘无形的手’，以点带面扩展到整个农村，就形
成主流价值观，推动乡村治理效果整体向
上。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挖掘优良家风、培育
淳朴民风、传承良好乡风，赋予美丽乡村的灵
气，壮大乡村的精神内核。”尤勒滚艾日克村
党总支书记范鑫说。

新疆若羌这个村规民约“不一般”

儿童成长陪伴师
只是“锦上添花”□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改改

公交车，原本是大众生活中一种普通
的交通方式。而在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
因为移风易俗，它化身为承载幸福和甜蜜
的载体。

在不久前的“5·20”，三门县有10余
对新人早早地来到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参加“粉色相约·见证幸福”特色婚礼活
动。在完成简单庄重的结婚仪式后，新人
乘坐“心动巴士”前往粉色沙滩打卡。只见
他们乘坐的公交车车身呈现喜庆的红色，
车窗上张贴着大红喜字和“情定一生”等爱
情蜜语，车厢内，一束束火红花束缠绕着扶
手，拉环处悬挂着一张张写有“新婚快乐”
字样的挂件，整辆公交车仿佛都冒着“粉红
泡泡”。

一对对新人依偎着坐在一起，大家有
说有笑，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情歌。“我们觉
得这种形式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纪念意
义，仪式感满满。”新人卢蕾蕾说道。

无独有偶。家住海游街道心湖社区的
任女士，积极践行婚事简办风尚，为女儿筹
备婚礼初期，果断舍去豪车的大排场，决定
租一辆公交车作为婚车。婚车装扮得温馨
大气，新人和亲朋好友一致认为坐公交车结
婚不仅节省了成本，还更加有趣有“婚味”。

喜事新办、简办在三门成了新风尚。
2021年，民政部确认三门县为第二批全国
婚俗改革实验区，这是浙江省唯一一个全
国婚俗改革实验区。2022年年底，三门县
被列入全国妇联移风易俗试点。近年来，
三门县以问题为导向、以改革为抓手，向大
操大办、盲目攀比等陋习宣战，树简约嫁
娶、和谐婚姻良俗新风，走出了一条移风易
俗新路，实现了“两升两降”。

何为“两升两降”？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了解到，一是彩礼费用从12万元以上
基本下降到8.8万元内，采用简约婚礼的
新人数量明显提升；二是农村婚事费用整
体下降20%以上，更多村民从沉重的“人
情宴”中解脱出来，对移风易俗工作的参与
度、满意度明显提升。

“两升两降”的秘诀在哪里？三门县有
自己的答卷。

为让新婚家庭从步入婚姻殿堂那一刻
就深刻认识到婚姻的神圣性，三门县从源
头抓起，在阵地建设上下功夫。

中间一条红地毯，两边摆设着一组组
古铜色的太师椅，一盏宫灯悬垂而下，玻璃
上镶嵌着窗棂木雕，整个场所古色古香。
这是三门县率先在浙江省建成的5A标准
婚姻登记处，打造了全国首个以中式风格
为主基调的婚姻文化基地，集中展示传统
婚姻的仪式之美、夫妻相处的和谐之美以
及上慈下孝的和睦之美。

在这充满氛围感的登记现场，当地定
期开展“县长颁证日”活动，由县领导为新
人颁发结婚证并送上祝福，进一步增强婚
姻的庄严性和法定性。

三门县妇联借势放大“县长颁证日”这
一品牌效应，精心组织颁证活动，发放倡议
书，开展“三好承诺”，让新人在神圣的仪式
中再次感受婚姻的庄严。并联合民政部门
在颁证中心设立“和合一生”婚姻家庭辅导
室，抽调多部门人员组成婚姻矛盾调解专
班，定期研究，解决过去婚姻问题“没人办

事、没地方办事、不知道如何办事”等问题。
除了用公交车当“婚车”，当地还别出

心裁地推出了“山海情”“情定琴江”等特
色婚礼线路，利用婚俗文化示范点、女性
美好生活实践基地等，对践诺简约婚礼的
新人免费开放，在场地费用上予以优惠，
还积极推动与各景点、示范点在门票等方
面合作，为新人在旅游景点门票和住宿上
实行免费或优惠，并送上“心心相印证”，
真正让喜事新办的家庭获得实实在在婚
俗改革红利。

作为三门婚俗改革实验基地，节日期
间，栖心谷成为新人举行户外草坪婚礼的
首选。走进景区，草坪上两枚环环相扣的
戒指雕塑格外醒目。不少亲朋好友都在此
合影留念。

“来这里举办婚礼，感觉很浪漫，很有
氛围感。”五一期间，在此举办婚礼的新人
王女士笑着说。

除了在阵地上下功夫，三门县还在如
何减少婚礼费用上花心思。

以三门县妇联相关工作为例，5月，成

立了三门县新婚育“筑家联盟”，在全县范
围内首批已招募20家信誉良好的糖铺酒
店、婚庆公司、母婴用品及家装行业等商
户，联合婚育相关行业签订合作协议，共同
倡导婚事简办理念，为新人提供经济实惠、
简约而不失浪漫的婚事一条龙服务，引导
社会风气向勤俭节约、注重精神内涵的方
向发展。凡是遵守三门县婚丧喜庆事宜操
办规定的新婚家庭，所签订的婚事新办承
诺书经本村（居）委会及属地乡镇（街道）妇
联认定后，可被赠予“婚事新办福卡”，新婚
家庭可持卡在联盟会员商家消费享受抵减
现金、折扣、赠送礼品等优惠政策。

“‘婚事新办福卡’对我们来说简直是
‘喜上加喜’，不仅解决了选择的难题，而且
还能节省不少开支。”新娘郑女士和新郎梅
先生开心地说。当时两人正在紧锣密鼓地
准备婚事，面对结婚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支
出，不仅觉得有点无从下手，还犯了“选择
困难症”。“筑家联盟”适时出现，化解了两
人的心头难事，也成为首波享受移风易俗
福利的婚事新办家庭。

而针对“彩礼费用贵、喜宴规格高”等突
出问题，三门县推动将婚丧简办写入村规民
约，全面推行简约婚礼制、礼堂准入制、随礼
封顶制、宴席套餐制、宴前提醒制等系列做
法，推动各类喜宴落地家宴中心，目前全县
80%以上行政村推出婚宴套餐制。

“像我们村推出了1000元以下的AB宴
席套餐，我加入了村里的红白理事会，我们会
通过提前介入、事中监督、事后评议等举措确
保喜庆事宜按‘规’操办。”海润街道孙家村妇
联主席陈春芝说，“知道哪一家要办红白事
了，我们会提前跟家中的女主人沟通，大家乡
里乡亲的，在聊天中做通思想工作。”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娘子军”
提前预防和制止“超规”行为30多起。

村级妇联组织凭借扎根基层、熟悉村
情的优势，成为聚力降费降标，重塑乡村新
风尚的一支重要力量。

同时针对乡村实际，当地编印《人生十
礼》乡土读物，创新推出“三乡有礼”文明积
分制，攒积分兑礼品，累计兑换各种生活用
品1万余件，推动新风新规逐步变成群众
行动自觉，让移风易俗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 姚建

陪孩子学习、运动、玩耍，并在陪伴中观察孩子的习惯，进
而进行引导调整……近日，儿童成长陪伴师这一职业在社交
媒体火了，不仅因其丰厚的薪资，更是因其击中了许多育儿家
庭的痛点。

近年来，育儿服务市场日益繁荣，需求愈加多样化，年轻
父母的消费观念更加开放，这是儿童成长陪伴师能够应运而
生的现实条件。儿童陪伴师的兴起，说明越来越多父母开始
关注孩子成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父母因繁忙的工作而无
暇陪伴孩子的空缺。

但应该认识到，父母永远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人生
第一粒扣子扣得好不好，主要取决父母。对于儿童成长陪伴
师，可以尝试，但不能依赖，更不能把孩子的成长寄托于“专业
人士”。说到底，在孩子成长道路上，儿童成长陪伴师只是“锦
上添花”，亲子陪伴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代。

同时，也要看到，陪伴经济如火如荼背后，也应该有明确
的行业准则，遵循可衡量的标准，这既是对从业者权益的保
障，也是对消费者的负责，尤其是儿童成长陪伴师，更需要严
紧细实的规范和标准来保障孩子们的安全和健康，真正让家
长无忧，孩子无虑，行业健康发展。

父母的角色和影响是无可替代的，让孩子们健康成长纵
然需要更专业的育儿理念和知识，但最根本的还是父母的悉
心陪伴和良好的家庭家教家风，这是每个孩子人生路上的最
大底气。

5月20日，10余对新人参加“粉色相约·见证幸福”活动。图为新人手持“三好承诺”。
三门县民政局供图

女报 角视视

5月29日，在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马楼乡关庙杜村，杜梦园
将收获的小麦装车。

风吹麦浪，机器轰鸣。在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的一处麦田里，
“00后”女机手杜梦园正开着联合收割机在金黄的麦田中穿梭。

今年22岁的杜梦园，从小在农村长大，2023年大学毕业后，她
决定返乡创业。起初，她的家人并不支持，他们希望梦园能在大城市
找到一份工作，而不是回到农村。但杜梦园却说：“我热爱这片土地，
希望用自己的所学回馈家乡。”

返乡创业一年来，这个农家女孩利用网络平台销售家乡的农产
品，空闲时间用镜头记录乡村生活。“选择留在家乡，走上农业道路，只
争朝夕，不负韶华”——这是杜梦园在短视频平台上写的个性签名。

今年4月，杜梦园拿到了由鲁山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颁发的拖
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证，成为一名持证女机手。“每次开收割机出
门，村民都十分好奇，跑过来围观，干完活后他们给我竖起大拇指，说
‘这妮儿真中’，想想还挺骄傲！”杜梦园说罢，嘴角扬了起来。

“这几天给我忙活哩，都顾不上吃饭，喊我去收麦的电话一直响。”
杜梦园说，“每天东奔西跑帮村民收麦，虽然累，但特别有成就感。”

5月30日晚上11点多，收拾好行李，梦园和父亲连夜出发赶往
开封，开启了她的第一次跨区作业。

新华社记者 郝源/摄

“00后”女机手——

向下扎根 在乡村大地逐梦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