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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全媒体评论员 曹茜茜

衡南县全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常德鼎

城区储备各类农业机械 12.62 万台，怀化辰溪县长

田村的油茶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向村民发放油茶

苗 10 万余株……立春将至，湖南各地纷纷开始春

耕备耕，为新一年的农业生产打基础。放眼广袤的

田野，一幅“人勤春来早”的画卷正徐徐铺陈。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作为一个拥有 14 亿多

人口的大国，“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既关乎

国家粮食安全全局，关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稳

定，也事关千家万户福祉，是最基本的民生保障，马

虎不得，更松懈不得。翻阅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从

“发展智慧农业、设施农业、订单农业、绿色农业和

智能农机”，到“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责

任”，再到“实施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打好粮

食安全“主动仗”的“作战图”脉络清晰，目标鲜明。

不误农时、有力有序开展春耕备耕工作，全年粮食

丰收才有基础，美好生活才有依托。

智慧一小步，农业一大步。农业自古是“看天吃

饭”，风调雨顺则五谷丰登，旱涝无常则减收欠收。

近年来，一台台大型农业机械“威武雄壮”，上百万

元的“豪车”驰骋田间，农业生产有了“实力担当”。

2022 年，湖南遭遇自 1961 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

最严重干旱。通过提前蓄水、科学调水、精准用水等

系列举措，全省粮食总产量稳定在 603.6 亿斤。这一

来之不易的成绩，不仅得益于省委、省政府的科学

决策、超前谋划，更让人们看到了“科技赋能农业生

产”的重要价值。眼下，我们正处于春耕备耕的起步

阶段，必须用好科技的“金钥匙”，真正以科技之力

擦亮智慧农业的“新名片”。

让农民种上“智慧农田”，用上“智慧工具”，有

助于解放劳动生产力，推动经营规模化。益阳市桃

江县武潭镇、鲊埠回族乡等一些乡镇的种粮大户，

今年的春耕备肥有了“新玩法”：不用把肥料拖回家

中储存，而是直接“备”到田里去。当地通过开展绿

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探索将粪污变粪肥，促

进粪肥还田，实现稻田化肥用量减少 15%，增产稻

谷 30%。用好现代科技的“利器”，推动春耕备耕工

作“提智”“提效”，我们对“端稳饭碗”才有更充足的

信心。

春耕如诗，大地如画。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也是

耕耘的时刻。抓早做好春耕备耕工作，铭刻物阜民

丰的现代农业新气象，当“大国粮仓”更加丰盈，“希

望的田野”将更有希望。

茅亩

1 月 30 日，北京市发改委、市商务局联

合对外发布《清理隐性壁垒优化消费营商环

境实施方案》，提出 51项改革任务，打通痛点

堵点，其中包括规范商圈外摆经营等内容。

当前，恢复和扩大消费成为发展优先

选项。实际上，在 2022 年，北京就已经在望

京小街、蓝色港湾等区域，进行重点商圈

特色经营活动试点。今年将继续指导入驻

重点商圈的企业在自有用地（用地红线）范

围内，按照“规定时间、规定区域、限定品

类”的原则，进行特色经营活动。

商业外摆经营，绝非陌生感强的新概

念，但在重要商圈进行外摆经营，还是大

有文章可做，也检验着城市治理智慧。由

此视之，北京此番试点外摆经营，与过往

传统的摆“地摊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不可等量齐观。

商业外摆经营，摆脱了室内“大盒子”

式购物中心的封闭感和沉闷感，带来的是

更高效的消费和更热闹的氛围。比如，独

立主题街区外摆经营，多利用购物中心室

外狭长又人流稀疏的空间，贴近消费者的

游逛区域，注重顾客的购物需要和消费心

理，打造步行街式的商业体验。

更广视域看，外摆经营，不仅是在重点商

圈开展，重要历史文化街区的商业经营中也

在探索实践。例如，早在3年前，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无锡小娄巷历史文化街区，就将历

史文化遗存和商业有机融合，尝试外摆经营。

目前进行外摆经营的餐饮店，均运行良好。

外摆经营，是一种新的消费场景，能

够不断激发城市消费活力，巩固经济恢复

基础，释放经济增长潜力。从长期发展和

长效治理的角度看，外摆经营需要更大的

政策扶持力度，也需要更加科学的规划管

理水平，才能促进其持续健康发展。一方

面，要推动外摆经营从室内到室外，从地

上到地下，从广场到屋顶，扩大商业空间

和客流量。另一方面，要推动外摆经济与

城市的夜经济、综合体经济、特色街区经

济有机融合，使其成为城市的特色经济。

外摆经营，不只是为了挖掘其中蕴含

的经济价值，还是一个城市活力的独特印

记，是一道高颜值的城市风景线。有规划、

有秩序地开展外摆经营，不仅可以带来一

种新的消费体验，塑造商业企业的品牌形

象，也能营建出一个展示传播城市经济特

征、文化特色与民生温度的重要窗口。

关育兵

春节假期结束，各地复工复产进程加

快，新春招聘火热进行。在大量务工人员

返岗就业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归雁”选择

返乡就业创业。如何让他们更有底气信心

在“家门口”就业创业成为一个值得思考

的问题。

让“归雁”返乡，更重要的是要让“归

雁”落得下脚、飞得起来。实话实说，若非

现实所迫，谁愿意背井离乡？如果在家乡

能获得不错的就业、创业机会，他们也是

不愿意外出的。

推动地方产业发展迈上快车道，加快

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

道，是能够给返乡人员就业创业带来吸引

力的。“待遇不相上下，离家还近”“有份较

好的固定工作”，是许多“归雁”不再远飞的

直接诉求。此外，有关部门能够结合市场需

求开展技能型培训，让“归雁”能够掌握一

技之长，更能助他们在家乡“安营扎寨”。

让“归雁”落脚，还要让其飞得起来。

“归雁”是优质劳动力资源，更是实现乡村

振兴的可靠力量。他们走南闯北、见多识

广 ，有 一 定 的 技 术 和 经 验 。近 年 来 ，不 少

“归雁”返乡创业，还为更多乡亲和外出人

员提供了就业岗位。因此，各地要积极创

造条件，为他们提供创业的舞台、发展的

机会。

2022 年 11 月，人社部等五部门公布的

《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实施

意见》提出，实施重点群体创业推进行动，

推动创业担保贷款、税费减免等政策“打

包办”“提速办”等，加快推进返乡入乡创

业 。各 地 在 落 实 过 程 中 ，还 加 了 许 多“ 自

选”动作，为“归雁”创业提供了更好的条

件 ，帮 助 解 决 用 地 、用 电 、贷 款 等 各 种 问

题。有的对返乡的务工人员首次创业且正

常经营 1 年以上的，给予 1 万元的一次性

创业补贴；有的对符合条件的返乡创业人

员提供创业补贴、场租补贴、创业担保贷

款等支持。这些真金白银的举措，都给“归

雁”起飞提供了推力，也势必给更多的返

乡创业人员带来示范效应。

黄齐超

近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哈尔滨工

程大学等高校陆续发布通知：结合疫情防控政策调整

和校园实际，学校恢复校友免预约出入校本部的权

限。部分高校还允许家长和校外人员申请入校。

过去三年，因为疫情防控的缘故，各大高校纷纷

采取了封闭管理，开启“闲人免进”的模式。现如今，

我们优化了疫情防控，将新冠病毒感染降为“乙类乙

管”，春节前平稳度过了疫情感染高峰。那么，这样的

情况下，高校逐步拆除“疫情围墙”，对外开放，无疑

是一个喜讯，值得点赞。

诚然，大学校园是大学生们生活与学习的地方，

但大学也是所有人的大学，是全社会的大学，正常情

况下，不该存在一道与世隔绝的“人为围墙”。众所周

知，高校是人们心中神圣的地方，是中小学生心目中

的象牙塔。很多家长带孩子进入高校，让孩子感受一

下大学的氛围，进而鼓舞孩子好好学习，树立远大理

想，将来成为高校的一名学子，完全是情理之中。

大学校园不只是学校，还是教育、文化、体育锻

炼等资源的聚集地。比如高校的图书馆、阅览室、操

场等公共设施，不仅能满足校内学生的使用，还能在

节假日、双休日或学生上课的时候，满足社会人员的

错峰使用。高校资源共享，能为社会人员提供学习、

锻炼的场地，物尽其用，这是一笔可观的资源财富。

有些大学本身就是著名景点，是游客青睐的游

览胜地，理应与景区同步开放。比如以樱花而闻名

遐迩的武汉大学；比如依山傍海，内拥芙蓉湖的厦

门大学；比如诗情画意、建筑精美的苏州大学。这些

大学风景秀丽，作为网红打卡地，吸引众多游客慕

名而来。

因此，高校的多种公共资源应当尽可能为社会

共享。当疫情防控发生改变，高校在不影响正常教学

的前提下逐步向社会开放也是应有之义。

“手机 APP 开屏广告，‘摇一摇’就‘乱

跳转’”“走着路打开软件，手机不小心晃

一下就自动跳转”……如今，APP“摇一摇”

功能日益普遍，增强了使用的便捷性，但

部分应用出现“乱跳转”现象，给用户带来

了困扰，这种乱象不能再放任。

近期，在工信部指导下，中国信通院、

电信终端产业协会联合多家行业重点企

业，制定并发布实施相关标准，以规范“乱

跳转”问题，切实保护用户合法权益。网友

期待“乱跳转”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图/朱慧卿 文/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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