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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帆

□刘金陈

想办卡却被挡在健身房门外，想租

房却屡遭拒绝，想抱团旅游却要签“生死

状”……老年人在各类服务消费场景中

频频遭遇“年龄门槛”。

当人老了，退了休、也拉扯大孙辈，好

不容易有时间、有精力，想去办卡游个泳、

抱团旅个游，却发现自己因“超龄”而被拒

之门外——这样的情形，令人揪心，也让

人愤慨。“人老了就这样不受待见吗？”

但在商家看来，不是不愿意接待，而

是实在接待不起。客户年纪大，一旦在

服务过程中发生意外，这责任可担待不

起。于是，商家要么“有钱不挣”，直接拒

绝给老年客户提供服务；要么提高价格

或要求签署补充协议，以尽可能规避自

身风险。

于是，老人空有消费的意愿、能力，

却无处可去；商家面对庞大的老年客群，

也不敢轻易触碰——“年龄门槛”的背

后，反映的恰是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的

迫切性。

今天，当中国居民的人均预期寿命

达到 79 岁，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对物质、

精神生活有自己的期待，也有健身、旅游

等服务消费的意愿及能力。因此，无论

是站在老年人权益保障的立场，还是出

于维护其作为消费者平等交易权的角

度，商家都理应为老年人提供服务，更不

能因为怕麻烦、怕担责就一拒了之。

另一方面，截至2024年末，我国60岁

及以上人口已超 3 亿，占全国人口的

22.0%；据测算，到2035年，这一比重将超

过30%。可以说，在老龄化加速的当下，个

别商家以年龄为门槛、“一刀切”拒绝为超

龄老人提供服务，已成为发展银发经济、

扩大服务消费所面临的堵点、难点。

疏通堵点、破解难点，既要靠“市场

之手”积极适应，也离不开“政府之手”主

动调节。

从市场的角度来说，银发经济是一

片广阔的新蓝海。如果商家囿于对老年

人的“刻板印象”，对老年人日益增长的

服务消费需求无动于衷，甚至闭门谢客，

这无疑是与市场发展趋势背道而驰，也

将错失转型发展的良机。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一方面，要以更

完善的法律法规，进一步消除针对老年

消费者的“年龄歧视”，满足老年人需要、

增进老年人福祉。

另一方面，也要以更全面的制度设

计，营造兼顾公平、权责适宜的市场环

境。比如，可以引入风险分担机制，鼓励

保险机构针对老年人在健身、租房、旅游

等消费场景中的意外风险，推出相应的

保险产品，以减少商家的后顾之忧。再

如，可以通过税费政策、奖补措施等促进

银发经济领域的服务创新，推出专门面

向老年人的银龄健身房、银龄游泳馆等，

在这方面，“老年人专用泳道”“银发旅游

专列”就是成功的探索。

一言以蔽之，当老年人遭遇服务消

费时的“年龄门槛”，被卡住的不只是老

年人的消费需求，还有整个社会积极应

对老龄化社会的转型步伐。要举全社会

之力，多措并举一起拆掉这道门槛，毕竟

老去是人生不可逆转的旅程，老年人的

境况如何，不仅是衡量社会文明的尺度，

也映照着我们的未来。

别让“年龄门槛”卡住老年人

据《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报道，

近一段时间以来，为了让干部“轻装

上阵”，各地各部门因地制宜，不断

完善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

机制，为基层干部干事创业营造良

好环境，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

精力推动发展、服务群众。比如，浙

江在省级层面保留1个综合考核和8

个专项工作考核，市级及以下保留1

个综合考核，不仅减轻了基层负担，

更提高了工作质效。河南项城为解

决一味挂牌子、“上墙”不“上心”等

问题，对全市范围内所有村（社区）挂

牌情况进行摸底，摘掉五花八门的多

余牌子，既给基层减负，也让群众办

事更便捷。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深

化党的作风建设、推进新时代党的自

我革命的重要抓手，是一项重要政治

任务。只有搞清楚基层负担从何而

来、负在哪里、如何施治，才能让减负

更有效，不至于陷入“越减越重”的怪

圈，让干部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到实

实在在的工作上。

基层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的“最后一公里”，工作琐碎而具

体，这也就导致了考核指标往往细之

又细。但是，过细的考核指标，反而

让基层干部陷入了形式主义的窠臼，

“用20%的时间干工作，用80%的时间

证明做了多少工作。”更有甚者，一些

地方将考核变成了“责任下沉”的手

段，“千把锤砸向一颗钉”，让基层承

担了本不应该承担的责任和工作，严

重伤害了基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面对花样百出的考核指标、层层加码

的指标体系和随处可见的排名，基层

疲于应付，却又无可奈何。于是，一

部分人选择用“形式主义对抗形式主

义”，如何把报表、数据、考核指标弄

得漂漂亮亮成了主要工作，为民办事

解忧反倒成了次要任务。

基层负担不减，后果是严重的。

不断加重的负担会持续消耗和浪费

有限的基层资源。很多应付考核的

工作，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无

法让勤勉踏实的基层干部有获得

感，反而会打击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甚至可能让基层干部被迫选择“躺

平”。此外，面对不科学考核的压力，

基层为了避免被批评或者问责，会选

择用高强度的动员去搞“突击”，提前

透支了人力物力，使得工作无法长期

持续推进。

基于此，要想让基层减负真正减

到实处，减出实效，就必须明确基层减

负的手段和目的。减负的最终目的，

是为了释放基层的活力，让他们有更

多的精力和时间与群众沟通，解决问

题，拉近党群干群关系。一方面，各条

线的工作不能一味压给基层，而应由

具体的业务部门负责处理，当“二传

手”或者“只管考核问责”，只会适得其

反。只有当业务部门成为基层工作的

有力支撑之后，基层才能真正放开手

脚。另一方面，工作要分主次，要分轻

重，不能罔顾实际情况，事事都搞排

名。如果每个工作都被当作是中心工

作，基层就会无所适从，要么只能“眉

毛胡子一把抓”，得过且过，要么则会

让基层干部眼光“向上”，光顾着回应

上级考核，如何将群众服务好自然就

会被忽视。

基层减负工作，不是一朝一夕之

功，还需要很多的实践和探索。但

是，只要在正确的道路上持之以恒，

就能够改变基层干部的处境和心态，

最大程度调动起干部和群众的积极

性。一旦形成正向循环，上下齐心、

各负其责，整个体系的运转会变得越

来越高效，才能把事办好办实，让政

策落地，让群众得到实惠。

基层减负，怎么减更有效？
□张舟

以“厉行节约”为镜照见为民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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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工作会议一律不摆花草、不制作

背景板。”“工作餐不得提供高档菜肴，

不得提供香烟，不上酒。”……近日，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修订后的《党政机

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明确党政机关要遵循“带头

过紧日子，勤俭办一切事业，降低公务

活动成本”等原则。虽然此次《条例》

仅增加200多字，但新增修订内容的

与时俱进，将“过紧日子”的理念转变

为一项项切实可行的举措。

这是一声响亮的警钟，也是一

次对优良传统的再回溯。不论国家

发展到什么水平，不论人民生活改

善到什么地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的思想永远不能丢。“厉行节约”是

一面镜子，能够照见共产党人一心

为民的本色和初心。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我们党一

以贯之的优良传统。董必武在日常工

作和生活中“不许浪费一张纸，一把牙

刷、一条毛巾都非用到不能再用的时

候才更换”，甚至曾为六角钱的伙食费

对不上账而作检讨；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笔下的林伯渠“穿着一套褪色的

制服，红星帽的帽檐软垂，慈蔼的眼睛

上戴着一副眼镜，一只腿架已经断了，

是用一根绳子系在耳朵上的”；谢觉哉

1937年到兰州做统战工作时买了一双

皮鞋，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接待外

宾，才买第二双皮鞋……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就是要各

级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该省的必须

省，不该花的绝不能花，最大程度发

挥资金的效益效用。反对浪费，究其

本质，其实是在警示脱离群众的苗

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厉行

节约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此次以修订《条例》的方式，将其作为

改进作风的重要抓手，防微杜渐，我

们要让“四风”问题无缝可藏。

“省”不是泛泛地“一刀切”，而是

要精准地“切一刀”。组织培训工作，

明明安排正常的工作用餐即可，有的

机关单位却擅自提高标准，变成了单

位食堂包间内的聚餐，甚至在席间饮

酒、餐后打牌；每逢迎接检查、上报资

料时，一些基层单位总是容易重视过

头，几十页的材料只因错了一两个字

就要全套重新打印，以及为凸显认真

态度而准备的一摞摞配套材料……

这样的浪费行为，背后往往是享乐主

义、形式主义在作祟。要把注意力更

多放在解决问题、提升能力的实际效

果上，才能让“该省的”省到点子上。

“花”要紧紧扭住发展所需、民生

所盼。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无论

是项目建设还是外出培训，都必须做

到科学规划，更不能在执行的过程中

走样变味。近日，浙江省宁波市象山

县的县委县政府大院，因“门面寒碜”

而引发关注。与大院旧门面形成对

比的是，该县先后荣获首批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等荣

誉称号，以及位列2024年度全国综合

实力百强县市榜单第 53 位的排名。

还有“群众安居、县委蜗居”的河南三

门峡卢氏县县委大院和坚守平房办

公六十载的安徽蚌埠固镇县县委大

院……要把钱实实在在地花在刀刃

上，就要让支出与投入更加有的放矢。

《条例》的种种规定，是为党政机

关的日常运行加了一道“紧箍咒”，更是

以明确的行为准则提出了更高的工作

要求。在用好钱的同时，也要把事儿办

好，更要把为人民服务的意识融入日

常、抓在经常，如此，也才能用党政机关

的紧日子换来人民群众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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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会记得“苗地杯”每一
场扣人心弦、全程高能的比赛
——揭幕战当天，气温骤降、大
风预警，一度准备了延期比赛的
预案，但沙湾路小学和紫藤南小
的孩子们却顶风冒雨带来了一
场精彩的“雨中激战”，为“苗地
杯”打好了样、开好了头；小组赛
最后一轮，3场直接争夺出线权
的比赛先后6次出现平局，并且
全部都是在比赛的最后关头才
分出胜负，青少年的足球比赛同
样可以如此剧情跌宕、张力拉
满；半决赛前，面对头号射手因
伤缺阵的困境，泡小蜀都的几名
小队员依然淡定自若、信心满
满，虽然最后没能再进一步，但
是坚守了半场多的0比0还是证
明了他们的实力和顽强……

大家会记得“苗地杯”每一
位自信果敢、表现亮眼的孩子
——“安仁坎波斯”黄飞睿、“紫
藤范戴克”胡煜璟、“沙湾路特
里”姚智杰、“天府实小科曼”付
胜铭、“政通马明宇”王睿菡、“泡
小蜀都苏亚雷斯”赵晨皓……这
是现场直播时，赛事解说有感于
孩子们展现出的超出年龄段的

“高水准”而起的“代号”。当然，
大家也会记得北站小学的张语
萱，东区启志的刘梓钥，安仁学
校的周嘉栎、王倩、李怡萱、黄曦
冉，“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
爱武装”，几位可爱的小女孩的
加入，为“苗地杯”增添了一道别
样的风景，更是用几粒惊艳的进
球让人由衷感慨，“巾帼亦有凌
云志，谁说女子不如男？”赛场之
上，每一次突破、每一次助攻、每
一个进球，都是少年们对热爱的
回应与书写。

大家会记得“苗地杯”每一
个暖意融融、温馨感人的瞬间
——每场比赛后，孩子们会自觉
地向对手鞠躬、向裁判致谢、向
解说老师道声“谢谢”；场边，老
师的鼓励声穿越赛场回荡不止，
家长在直播间留言打call，屏幕
前有泪光闪烁的时刻；有孩子赛
后悄悄说：“老师，我今天虽然没
进球，但我传球很准，对吧？”这，
也是“苗地杯”想传递的：竞技之
外，是人文，是教育，是一点一滴
滋养成长的力量。

足球是一场场“少年式浪
漫”的载体，而热血、泪水、团结
和拼搏才是少年最宝贵的勋
章。他们或许会有一些小小的
沮丧、遗憾和不甘，一张张小脸
上同样也写满了不服输和“从头
再来、明年再战”的跃跃欲试。

“顺，不妄喜；逆，不惶馁；
安，不奢逸；危，不惊惧；胸有惊
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
把这句话送给所有参加“苗地
杯”的孩子们，希望他们通过足
球比赛，不仅练出棒棒的身体、
享受运动的快乐，更领悟到人生
的道理。这也是大家热爱足球
并鼓励孩子们参与足球比赛、开
展体育运动更大的意义。

赛事虽落幕，热爱永不散
场。下一步，“苗地杯”计划向
多项目、多年龄段拓展，推动成
都青少年体育教育持续升级。
融合篮球、艺术、体能等项目，
打造一个更广阔、更专业、更具
成长价值的少儿艺体平台。

会有更多热爱奔跑的少年在
这个舞台被看到；也会有更多热
爱教育、热爱组织、热爱内容的人
继续奔赴这场“少年绿茵之约”。

那是 2024 年的冬天，
刚下过一场雨，梧桐叶湿
漉漉地贴在地上。最后一

节课，老师拖堂了，我和室友缩着
脖子钻进食堂的时候，眼镜片上立
刻蒙上一层白雾。

“今天红烧肉肯定又抢光了”，
看着窗口长长的队伍，小宇一边擦
眼镜一边嘟囔。我们嘻嘻哈哈地
排在长队末尾，小丞正说着今天在
选修课上遇到的糗事，逗得我们几
人前仰后合。

轮到我的时候，我顺手把笔袋
扔进餐盘，一个挂着小柿子装饰的
蓝色笔袋。刷脸时“嘀”的一声，我
瞥见金额吓了一跳，今天的菜怎么
这么贵？我端着餐盘，一边纳闷一
边往前走。

“同学！等一下！”我以为是叫
别人，继续往前走。突然有人拽了
拽我的书包带，回头看见食堂阿姨
气喘吁吁地追上来，手里还攥着把
大汤勺。“你的这个柿子……”她指
着我的笔袋，“被计价器当成水果
啦！”她自己先笑起来，眼角的皱纹
挤成一团。我这才发现那个橙色
的、毛茸茸的柿子被扫描窗口的红
光照得水灵灵的，确实像极了水果
拼盘里的柿子。

阿姨执意要我去补上，可冬天
哪来的水果拼盘？再拿份菜吧，我

又吃不完，不想浪费。“这样”，她从
兜里掏出个皱巴巴的小本子，“我
记性差，你下次来记得提醒我啊”。

大概过了一周，我照例去买最爱
的番茄鸡蛋面。刚排到窗口，就听见
阿姨洪亮的声音：“哎哟！柿子同学
来啦！”她居然记得我，还转头对着隔
壁窗口喊：“老李，给这孩子少算五块
五！”那一刻我突然觉得特别温暖。
之后每次去食堂，我都要往阿姨的窗
口瞄几眼。有时候看见她正踮着脚
给学生打菜，围裙口袋里还插着那个
小本子；有时候她在和同事说笑，爽

朗的笑声能传遍半个食堂。
2025年的夏天快到了，忙碌的

毕业季，很多事儿都记不清了，却
总想起那个挂着柿子笔袋的傍晚，
想起食堂阿姨塞在围裙口袋里的
小本子，想起那五块五教会我的
事：生活里最动人的温暖，往往藏
在最不起眼的角落。
……………………………………

点评：本文以食堂误刷事件为
镜，照见人间微暖。“柿子挂件映红
光”等细节鲜活。结构以悬疑—化
解—感悟自然推进，小事件见大情
怀。阿姨的诚信与学生的感恩碰
撞出温暖火花，展现“平凡处的善
意最动人”的哲理。文字质朴却有
温度，是记叙文典范。

指导老师：曾艳

发令枪响的瞬间，我的心和运
动鞋同时砸向塑胶跑道。风在耳边
呼呼乱窜，眼前晃动着加油的彩旗，
看台上“四七班加油”的呐喊声像一
团火，烧得我浑身发热——这是我
第一次代表班级参加校运会的 50
米比赛，绝不能输了气势！

前 30 米，我全身用力、憋着一
口气，恨不得插上翅膀直接飞到终
点，却发现隔壁班的“飞毛腿”已经
领先半个身位。他摆动的手臂像小
马达，每一步都踩得又快又稳。我
心里开始打鼓：“追不上怎么办？会
不会让大家失望？”此时，看台上同
学们的加油声此起彼伏，画满火箭
的纸板像彩色的火焰在风里跳跃，
几个大嗓门的同学高喊着“朱浚淇
冲啊”，班主任熊老师更是把扩音器
举得老高，脸涨得通红，连声音都有
些嘶哑了。我忽然觉得，我跑的不
只是自己的比赛，更肩负着全班的
期待，我要为班级而战！

转瞬间已是最后20米，我的双
腿像灌了铅，呼吸也变得急促，隔壁
班“飞毛腿”的影子几乎要完全盖住
我。就在这时，电视里苏炳添叔叔
说的“不到终点，就别放弃”突然在
耳边响起。我咬紧牙关，把所有力
气都压在脚尖，像支离弦的箭射了
出去。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刻，欢呼

声浪里混着剧烈的心跳声，我瘫坐
在地上，可嘴角却止不住上扬——
我们班赢了！

同学们潮水般涌来，有的把水
塞进我手里，有的竖起大拇指点赞，
有的围着我唱唱跳跳。熊老师摸了
摸我的头，眼里流露出的尽是赞扬，
并高声对大家说：“一根筷子易折
断，十根筷子抱成团，这就是咱们班
的力量！”我望着阳光下挥舞的彩
旗，忽然想起奥运赛场上中国运动
员们身披国旗的样子，原来无论大
小比赛，只要拼尽全力，都是在为集
体、为荣誉而战。

现在每当我经过操场，总会想起
那天跑道上的风，想起那些为我加油
的声音。体育不仅让我跑得更快，更
让我懂得：一个人的努力可以点亮自
己，而一群人的热爱，能照亮整个集
体。这大概就是体育的神奇力量吧！
………………………………………

点评：文章跳出单纯记录比赛
的层面，通过两处关键点实现思想
飞跃：一是借苏炳添的名言坚定信
念，体现体育偶像的榜样力量；二是
结尾将班级胜利与奥运健儿身披国
旗类比，由小见大地揭示“个人努力
与集体荣耀”的辩证关系，最终落脚
于体育“照亮集体”的精神内核。

指导老师：熊莉

春风拂过田野，油菜花金黄
一片，那么绚烂、那么耀眼、那么
生机勃勃。明媚的阳光泼洒在窗
台上，照射着病床上的爷爷，我坐
在床前，看着他日渐消瘦，心中五
味杂陈。那一刻，我意识到，我长
大了。

爷爷会用布满老茧的双手托
举着我的一切任性。五岁那年，爸
妈把我送回老家，爷爷在村口把我
拥入怀中，嘴里还喃喃地说着：“回
来就好，回来就好。”从此老家就是
我的避风港，也是我和爷爷每天愉
快玩耍的天堂。我总是爷爷的小
小跟屁虫，他会骑上老年电动车带
我飞驰在山间田野，那里有春的蝴
蝶、夏的蝉鸣、秋的果实、冬的白
雪；我在爷爷的精心呵护下无忧无
虑地成长着……

有一次，我发现了曾经粉刷
墙的刷子，就肆无忌惮地到处刷
起来，地面、墙面、家具都刷了个
遍，就连床和电视机也没能幸
免。晚上爷爷发现电视机进水无
法观看了，我才知道自己闯了大
祸，吓得不知所措，以为爷爷会骂
我、赶我回成都。然而爷爷并没
有责怪我，只是轻轻地拍了拍我
的头：“妞妞，以后可不敢这样玩，
电视机有电，你用水去刷万一导

致漏电触电怎么办？”那一刻，我
看到了爷爷眼中的宽容，也为自
己的任性感到羞愧。

突然有一天，爷爷生病了，躺
在病床上，脸色苍白，一天比一天
消瘦。我每个周末都会去看望爷
爷，既盼望着见面，又害怕看到被
病痛折磨的爷爷，内心无比纠结。
我很想为爷爷做点什么，于是我开
始为爷爷祈福，希望他能健康、长
寿、快乐。那一瞬间，我发现自己
长大了，我开始懂得感恩，懂得珍
惜与爷爷在一起的每一刻。

曾经，我以为爷爷会永远保
护我，现在我才明白人会渐渐老
去，我会慢慢长大，去认识、承担
自己该有的责任。就像雨后春笋
总要破土而出，就像流星划过的
瞬间耀眼夺目。爷爷，现在该我
来照顾您，希望您能早日康复，我
们一起走过更多的春天。
……………………………………

点评：文章选择了爷爷生病
这件事作为成长的标志，详细交
代了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果，结
构清晰、情感真挚、语言细腻，把
感到自己长大了的“那一刻”的情
形写得具体，能够很好地表达出

“长大”的内涵。
指导老师：郭莉

那一刻，我长大了
蒙彼利埃小学五年级10班 何佳琪

跑道上的光
盐道街小学528校区四年级7班 朱浚淇

五块五的小美满
天府七中初二11班 陈柯宇

5月17日，由成都市体育局、成都市教育局、成都传媒集团联合指导，成都日
报社、成都市足球协会、成都市青少年体育联合会共同主办的首届“苗地杯”成都
市青少年足球挑战赛顺利收官。最终，天府新区实验小学凭借稳定的发挥与出
色的团队配合，3:1战胜温江区政通小学，成功问鼎冠军。成都市沙湾路小学与
泡桐树小学蜀都分校分获季军与第四名，为本届赛事画上精彩句点。

回顾整个赛程，4月12日开幕、历时一个多月、5个比赛日、16场热血对决，
来自7个区（市）县的12支代表队、近200名小球员与教练员齐聚绿茵场，展开了
一场青春与梦想的热血比拼，留下了太多的精彩、太多的故事。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李世芳综合解说员、成都日报锦观新闻
记者黄颖现场解说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