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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新闻壹段壹段评评

平日里学业繁忙，假期自然成了学生们就诊的“首
选”时间。暑期时间较长，也更方便开展较为复杂的手
术或诊疗，但“扎堆”挂号不仅加剧了医生的就诊压力、
压缩了单个患者的交流时间，将疾病拖到假期“统一诊
治”也可能错过某些进展迅速疾病的最佳干预时机，导
致病情恶化或治疗难度增加。因此，在暑假为孩子身
体“查缺补漏”的同时，家长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应加强
对孩子健康的关注与管理，确保孩子健康成长。

暑期“突击”看病别忘日常保健

加号加班加出诊量，医院开启暑期“加加加”模式。进入7
月，暑假就医高峰到来。平时孩子学业繁忙，请假看病又怕耽
误上课，很多家长计划趁着暑假给孩子们来一次身体上的“查
缺补漏”。视力、身高、牙齿、体重、免疫力……医院里的“学生
客”渐渐多起来，各大医院的儿童专科迎来暑期就诊高峰。

孔一涵 整理点评

当前，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已超8亿人，随着市场需求
不断增长，网络主播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职业选择。随着从业
人数的不断增长，主播与演艺公司之间的争议也日渐增多。
直播时长认定以及由此引发的高额违约金纠纷，在涉及网络
主播的劳动争议案件中常常成为争议焦点。甚至在一些
MCN机构（专门为网络视频创作者提供服务的机构）提供的
合同中，有关直播时长和违约金的条款可能暗藏陷阱。

警惕网络直播行业的“时长陷阱”

直播时长的认定，本应是衡量主播工作量的一个客
观标准，但在实际操作中，部分合同中的认定规则十分模
糊，网络主播很容易因无法达到合同约定的“有效直播时
长”而面临高额违约金的风险。针对这一现象，行业协会
和相关部门应尽快推动制定网络直播行业的规范与标
准，同时以加大监管力度，建立行业投诉举报机制等，保
护主播合法权益，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景区不能把“载客”变“宰客”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通知，规定景区内交通工
具、配套停车场到景区大门的交通工具，除因安全、环保等确
有必要统一乘坐外，不得强制要求游客乘坐并收费。对偏离
成本、价格过高、群众反映较大的景区交通工具票价要予以
重新核定，降低价格，不得通过景区交通工具牟取过高利润。

外移游客接待中心、配套停车场，可从一定程度上
缓解景区的交通压力，保障行人安全，同时乘坐摆渡车
更环保，也有利于保护景区的生态环境，但外移的距离
应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定价也要科学规范，同时应提供
多种交通方式供消费者选择。如果距离过长，就有人
为设置困难、故意增加游客的交通成本，制造盈利点之
嫌。因此，景区应及时纠偏“强制游客乘坐交通工具”
现象，不能把“载客”变“宰客”。

天天 点观观

黄土变绿地 愿景化美景
——陕西以生态治理推动产业发展观察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袁鹏

以水兴业，以水聚人。
近年来，陕西省各级党委、政府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的指示，积极
践行“两山”理论，通过治水、节水、用水，
通过流域治理等一系列生态治理措施，让
水清了、山绿了、家园变美了。

生态环境的改变，实现了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双丰收，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明显增强。近日，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随高质量发展调研行采访团赴西安、渭
南、延安、榆林的8个县区进行采访，感受
这里如何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愿景变成亮丽风景、幸福美景。

因水而变
渭南市富平县，这座有着悠久历史文

化的城市，自古就有“关中名邑”的美誉。
这也是一座因水而变的城市。富

平，有“富庶平安”之意，但曾经的富平，
因缺水而发展受限。“宁给一个馍，不给
一碗水”是过去的富平缺水状况的真实
写照。

富平县城南北各有一条河——石川
河和温泉河，这两条河流像一双巨大的
臂膀，拥抱着这座被赋予了美好寓意的
城市。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河道沿岸
大范围无序采石采砂，造成防洪及生态功
能严重缺失。用当地人的话说，那时的石
川河水很小，河床裸露，到处是沙坑、杂
草、垃圾，温泉河的情况也大致类似。曾
经哺育着这座城市的两条河流，一度成了
市民眼中有碍城市观瞻的一隅。

近年来，富平县通过生态基流补水、
修建石川河生态补水工程及充分利用污
水处理厂的中水补水，让石川河、温泉河
告别了断流的历史。

清晨，石川河湿地公园盛鼎广场，一
场雨后，迎来了难得的凉意和舒适。

宽阔的河道上，波光粼粼，水鸟翔
集，河岸边荷花片片，芦苇摇曳。河道边
的湿地公园里绿树林立、青草茵茵，蜿蜒
曲折的步道伸向远方，市民在这里悠闲
漫步。掩映在树丛中的河边亭里，不时
传来秦腔票友的铿锵曲调，打破了清晨
河边的宁静。

“这里空气清新，今天天气凉快，我们
推着老人出来走一走！”一位推着轮椅、带
着老人在河边散步的中年妇女告诉记者。

公园中值班的保安刘大叔从小就生
活在石川河边。在他的记忆里，过去的石

川河和现在完全是两个样子，河道经常断
水，河岸两旁一片荒芜。“现在这里风景这
么好，每天在这里上班，心情舒畅！”刘大
叔说。

城市的另一边，穿城而过的温泉河
两侧则是另一番风景。经过治理后的河
道两边，满目的绿地、树木花草，雕塑、广
场、水上公园引人入胜，横跨两岸的大桥
气势恢宏，形成了一座倚河而建的带状
绿色公园。

城市在公园中，公园也在城市中。有
了水，这座城市变绿了；有了水，这座城市
有了灵气、有了活力。

在富平县庄里镇杨家村，经过生态
治理后，昔日光秃秃的山坡变成了产业
兴旺的良田。一片片绿油油的柿子树铺
满了山坡，柿子产业已经成为这个村的
支柱产业。

“以前我们村是散户种植柿子，产业
化发展以来，开始集中连片大面积种植，1
亩地的柿子农民就可以收入2万元。目
前，全县参与到柿子产业的有30万人。”
村主任乔彬彬告诉记者。

“这几年，村里发展起了柿子产业，
家里的几亩地都种上了柿子。我家的柿
子主要通过网络销售，最好的时候一年
能卖1万斤。”几年前还在外地打工的村
民余红英从来没有想到，从小家门口再
熟悉不过的柿子树，如今成了发家致富
的“摇钱树”。

水“润”乡田
“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

南泥湾位于一条长长的沟谷里，是黄土高
原常见的沟壑地形，沟谷里有一条河，叫
汾川河。2017年，这里建起了陕北地区
第一个湿地公园。沿着河道边蜿蜒的观
光步道移步前行，小桥、流水掩映林间，颇
有江南水乡的婉约味道。河谷中，湖水碧
波荡漾，几个年轻人在乘船嬉闹。

“这里的环境、空气都特别好，我从延
安市区专门带家人孩子来这里玩。”一位
来南泥湾湿地公园游玩的游客告诉记者。

与湿地公园相连的是满目翠绿的千
亩景观稻田。因为是一季稻，稻米品质很
好，这里的稻米也成了南泥湾的一个品
牌，很受游客欢迎。

“周末或节假日来这里度假观光的人非
常多，今天的南泥湾成了延安的后花园。”南
泥湾项目管理部负责人刘岗对记者说。

从南泥湾来到安塞区南沟村水土保持
科技示范园，从观景平台上远眺，遍布丘陵
顶上的现代化苹果园非常壮观。在发展现
代农业的同时，这里还有包括休闲垂钓、生
态木屋酒店、沙地摩托、儿童乐园、VR体
验馆等为一体的众多乡村旅游项目，示范
园景区每年接待游客达70万人次。

“我是安塞人，老家也是这样的丘陵
山区，没想到这里的产业发展如此兴旺。
我们这里还是红色研学基地，授课老师中

有村里的村民。”驻村干部刘玉的语气中
既有惊叹又有自豪。

追“绿”生“金”
沟壑纵横、丘陵遍布，绥德和米脂是

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
在绥德县辛店沟国家级水土保持科

技示范园，记者看到了陕北黄土高原上第
一座淤地坝。这是一种具有多重功能的
水利设施，具有防治水土流失、滞洪、拦
泥、淤地等功能，曾为改善丘陵地带生产
生活条件、建设高产稳产基本农田发挥了
重要作用。

“山顶修田建园戴帽子，沟坡植树种
草披褂子，沟底打坝淤地穿靴子。”这个建
于20世纪50年代的水土保持科学实验
基地提出的“三道防线”综合治理模式，为
周边省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一代代水
利人曾在这里付出了青春，挥洒了汗水，
这里是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研究的前哨阵
地，也是精神高地。

沿着盘山路在一道道沟壑间绕行，翻
过一个个山坡，忽然，车拐过一个山坡，倏
然来到了山顶，眼前一片开阔，黄土高原
的壮阔景观尽收眼底。这里就是米脂县
高西沟村。

“高西沟村是黄土高原生态治理的一
个样板。”几十年来，当地干部群众以打坝
建库、水土治理、促进增收为己任，战天斗
地，征山治水，将一个地表破碎、荒芜贫瘠
的穷山沟改造成了山清水秀、旱涝保收的

“陕北小江南”，创造了黄土高原生态治理
的奇迹。

“通过高效旱作节水农业项目的实
施，我们解决了丘陵地带广种薄收、靠天
吃饭的困境。同时通过水土综合治理，提
高了防汛抗洪能力，2017年榆林洪水期
间，高西沟安然无恙。”这里的负责人朱波
告诉记者。

“水不下山，泥不出沟”“滚滚黄河里没
有咱高西沟的泥”，这是高西沟人的骄傲。

此次采访的最后一站榆林，地处毛乌
素沙漠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曾是沙化
最严重的地区。现在，这里实现了从“沙进
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飞跃，创造了
世界治沙奇迹。在一望无际的榆阳区10
万亩樟子松基地，榆林的新面貌一览无余。

“如今的黄土高原，主色调已经‘由黄
变绿’‘由浊变清’，黄土高原重新披上了
绿色，植被覆盖度普遍增加了10~30个百
分点。黄河流域整体上实现了生态环境
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双赢！”水利部黄
河水利委员会黄河上中游管理局总工程
师喻权刚豪放的语气中透出欣慰。

□ 张晓蕾

“我家孩子什么都好，就是学习不好，一说起上学就浑身
不舒服”“做作业拖拖拉拉，做事心不在焉”……今年6月起，
随着高考中考和暑假陆续到来，河南省儿童医院保健科学习
困难门诊外，围满了前来就诊的孩子和家长。他们手中拿着
厚厚的诊断资料，在候诊室外来回踱步。

近两年，医院的学习困难门诊备受关注，相关话题也多次登
上热搜。不少家长领着孩子到学习困难门诊寻求帮助，有时甚
至“一号难求”。不过，网络上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学习困难
是病吗”“难道不是家长焦虑”“教育的事情为什么要交给医院”，
反映出一些人对学习困难门诊还存在模糊认识。

专家介绍，造成孩子学习困难的原因有很多，既包括神经
发育障碍性疾病，还有家长与孩子关系不融洽、家庭教育方式
不当等原因。有医生表示，学习困难并非特定疾病，学习困难
门诊的设立主要在于帮助家长和孩子形成正确认知，便于医
生提供更为系统的诊疗方案。例如，有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
的孩子并不是“淘气鬼”“小恶魔”，而是大脑等生理结构的异
常，限制了他们的专注度，只有进行适当的药物治疗、行为训
练等，才能逐步缓解症状。

许多人之所以对学习困难门诊存在片面认识，主要是不了
解造成孩子学习困难的成因。时下，仍有不少家长认为，有压
力才有动力，如每次考试都给孩子定一个很高的目标或竞争对
象，结果欲速则不达，孩子压力大，疲惫、痛苦甚至抗拒，成绩反
而滑坡。学习成绩受智力、心态、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
不能一概而论。学习困难门诊的出现，有助于打破传统观念，
引导家长“因材施教”“对症下药”，以科学的方式教育孩子。

当然，学习困难门诊并不能解决所有的学习问题，更不是
提升孩子学习成绩的“灵丹妙药”。它所针对的是“学习困难”
而非“成绩不好”，旨在帮助家长和孩子找到问题原因，寻找方
案、提供指导。解决孩子学习困难，还是要着眼于细微的日常
教育，特别是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和教育环境，这样才能取得
良好效果，促进孩子健康全面发展。

孩子“学习困难”
需要“对症下药”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姝

“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月圆之夜人
不归，花香之地无和平……”夏天的傍晚，清
风徐徐。在北京前门三里河畔、青云胡同22
号的颜料会馆里，由北京曲艺团京韵大鼓演
员李想演唱的《重整河山待后生》，把这场沉
浸式曲艺剧《南城记忆——“老门神”》演出推
向了高潮。舞台上，李想表演洒脱自然，眼
神灵动，左手轻抬书板，右手持着鼓箭子有
节奏地敲打着，手势刚柔并济，嗓音时而激
昂，时而低沉，仿佛把观众带到那个战火纷
飞的年代。

李想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京韵大鼓代表性
传承人，骆派京韵大鼓第三代传人，师从骆派
京韵大鼓创始人骆玉笙和京韵大鼓表演艺术
家陆倚琴。在李想看来，沉浸式曲艺剧能让
观众身临其境感受曲艺的魅力，是对传统文
化的尊重与延续，只有做好传承与创新，才能
让曲艺在新时代绽放光彩，不断发展。

结缘：成为骆派京韵大鼓
传人

“能够得到骆玉笙老师的亲自指导，真是
三生有幸，更让我心怀敬畏，一定要将这古老
艺术的火种传递下去。”回忆起与骆玉笙相识
的往事，李想至今印象深刻。那一年，骆玉笙
82岁，她12岁。

从小热爱表演的李想加入了学校的曲艺

团，学习京韵大鼓。有一次演出，她演唱了骆
玉笙的《丑末寅初》和《重整河山待后生》，她
在舞台上的表演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当地媒
体报道了我的事迹，被骆玉笙老师无意间看
到，找到学校，见到了我。”李想谈道，“当时，
我带领同学们一起演唱《重整河山待后生》，
骆老师听完后，觉得我嗓音条件好，有学习京
韵大鼓的潜力，说我如果愿意，可以跟着她
学。”

此后，李想便踏上了跟随骆玉笙学习京
韵大鼓的艺术之旅。

“骆派京韵大鼓的声音不能断，要好好传
下去！”这是骆玉笙的嘱托，也成了李想在曲

艺道路上不懈追求的动力。
带着这份嘱托，李想勤学苦练，1999年

考入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后又考到北京曲艺
团尖子人才后备班。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
曲艺水平，已经在北京曲艺团工作的她，又到
中国戏曲学院进修声乐。

“就在我举办第一场个人专场演出的当
天，我正式拜在骆派京韵大弟子陆倚琴的门
下，成为骆派京韵大鼓的第三代传人。”李想
说，那一刻，她深感责任重大，暗自下决心要
把骆派的艺术瑰宝传承下去，让骆派京韵大
鼓永远传唱。

创新：将传统韵味与现代
元素巧妙融合

为了更好地传承京韵大鼓，多年来，李
想坚持学无止境，不断突破自我。

2005年，李想加入了北京曲艺团，《剑阁
闻铃》《红梅阁》等经典作品是她经常演出的
曲目。“每一首曲目，我都会去认真研究作品
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只有如
此，才能把作品的情感传递给观众。”

这些年，李想在演出传统曲目的同时，也
常常探索如何将传统韵味与现代元素巧妙融
合，更好地表现京韵大鼓的风格和魅力。如
在《丑末寅初》这首曲里，她把原本的三弦、琵
琶和四胡伴奏，改用电吉他、贝斯、钢琴等现
代音乐元素，使音乐的表现力更加丰富多元，
采用一曲多用的唱腔，加上写意传神的表演，
让作品更富感染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想的演出经验日益
丰富，舞台表现也愈发成熟。“京韵大鼓不仅
仅是声音的艺术，更是情感的传递。通过声
音的高低起伏、节奏的快慢变化，以及眼神、

手势等细微的动作，将故事中的喜怒哀乐展
现得淋漓尽致。”正是因为对京韵大鼓情感传
递的精准把握，李想开始在表演形式上大胆
创新。

2012年，李想借鉴话剧元素，将击鼓表
演与演唱完美结合，凭借一曲《击鼓骂曹》，一
举夺得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新人奖。

传承：让更多孩子热爱和
学习曲艺

如今，李想不仅在舞台上展现着京韵
大鼓的魅力，还肩负着培养下一代曲艺人
的使命。

有一个爱好京韵大鼓的孩子，经朋友介
绍，跟随李想学习。虽然这个孩子并不是专
业学习京韵大鼓，但李想依然对其倾囊相授，
从基础的发音吐字，到节奏的精准把握，再到
情感的细腻融入，都从严要求。在李想看来，
每一次给学生授课都是对自身技艺的一次巩
固和提升，也才能真正达到教学相长。

“后来，这个孩子在多项比赛中获奖，并
考上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史论专业的研究
生。”李想说，类似这样的教学故事有很多，也
激励着她不断前行，演好每一场戏，用心培养
新人、不遗余力地推广京韵大鼓。

在李想看来，近几年来，北京曲艺团积极
探索如何传承曲艺文化，开展“非遗曲艺进课
堂”等活动是很好的实践。“只有让孩子们接
触到京韵大鼓，才有可能让他们喜欢上这门
艺术，甚至投身其中。”李想说。

“我由衷地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能
够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热爱京韵大鼓，
让这门古老的曲艺艺术全新绽放，薪火相
传。”李想满含期待地说。

骆派京韵大鼓第三代传人李想：

让古乐之美全新绽放
我是非遗传承人我是非遗传承人

李想在北京市西城区非遗演出季《中轴
魂》曲艺专场演出现场。 受访者供图

富平县温泉河美景。 袁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