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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陈

日前，江苏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

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

同省纪委办公厅，对3起典型问题进行

通报，其中包括金湖县工信局频繁向

下索要表格资料。

下午3点发出通知，要求次日下午

4 点前上报；上午 10 点发出通知，要求

当天下午3点前报送……通报称，该局

多次向全县乡镇、街道、开发区发出摸

排企业情况、填报数据表格的通知，要

求隔天上报甚至当天就反馈，仅3月某

一周就出现数次此类情况。层层向下

要材料、层层加码提速度，不仅令基层

负重前行，也折射出形式主义的荒诞

之处——

基层直连一线，上级部门为了摸

排实情、部署工作而要求基层提供一

线材料，本身无可厚非，但却在层层传

导、层层加码中，异化为说要就要。一

份材料，省里三天要、市里两天要、县

里当天要，乡里只能喊村上马上报。

为避免因落实不力而被问责，层层收

紧、层层提速，最终传导至基层，时间

已所剩无几，基层也只能随便填填、应

付了事。

基层困于各种报表材料，无奈只

能以形式主义应对形式主义：数据随

便估一个，反正大差不差；案例随便填

一个，反正有了就行……这样的材料，

质量可想而知，其反映的“实际情况”，

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也要大打折扣。

上级部门对基层的应付并非毫不

知情，对材料中的水分可能也心知肚

明，但为何依然热衷向下索要材料，并

且说要就要？一方面，这是痕迹主义

在作祟，数据也好、材料也罢，都是自

下而上逐级报上来的，也有痕迹、记录

可循，质量好不好、价值大不大，责任

都在基层。层层加码、层层提速，实际

上也是层层推卸责任、层层向下甩

锅。另一方面，对向下索要材料的依

赖，也反映出一些上级部门高高在上、

脱离群众，整天待在办公室里“大门不

出、二门不迈”，对一线情况“一问三不

知”。一旦没有下级部门提供的数据、

材料，日常工作恐怕都难以开展。

更值得警惕的是，为了避免基层

应付，上级部门对各种报表材料的要

求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具体。一件事，

从现状到成因，再到对策，在不同的表

中有不同的重点、不同的填法；数据格

式要对齐，光身份证号就有6种不同要

求；字数也有限制，多了、少了都不行

……这无疑更加重了基层负担，陷入

了恶性循环。

过度报材料，已成为基层难以承

受之重，但如前文所述，病因却是多

元且复杂的，唯有多措并举，才能标

本兼治。要严肃整治违规向下索要

材料的行为，大数据可以查到的、过

往已经报过的材料，坚决不能索要，

确实需要下级部门提供的，也要预留

充分时间；要深入一线听真话、察实

情、找问题，“坐在办公室碰到的都是

问题，下去调研看到的全是办法”，大

兴调查研究之风，才是“材料依赖症”

的治本之策。

一言以蔽之，上级部门要克制向

下索要材料的冲动，绝不能张口就要、

说要就要；基层干部也要明白，该报的

材料必须认真写、及时报。如果连要

材料、报材料这样的基本事项都陷入

形式主义，导致工作无法开展，那最终

贻误的恐怕是发展大局。

□马玉宝

短视频也要有短的边界

□张帆

整治吃播乱象 不能只盯着“大胃王”

近日，随着浙江杭州某吃播博主

为催吐误吞牙刷事件的曝光，“大胃

王”吃播的话题再次引发广泛关注。

曾经因舆论口诛笔伐和相关部门积极

治理，一度销声匿迹的“大胃王”吃播，

为何又死灰复燃？透过此次事件，我

们要看到“顽疾”背后，治理需要持续

优化跟进的地方。

对“大胃王”而言，做吃播有利可图

是基本导向，但更核心的，还是看重了

吃播的低门槛，以及其能够在短时间内

快速引流变现的能力。

十五分钟内，将带货的三四斤芒

果、五六个黄桃、十几个溏心皮蛋一一

送入腹中，再加几条厚切三文鱼、大虾、

皮皮虾等；短短一两个小时的直播，十

一盆小龙虾下肚，还有生蚝、扇贝、羊棒

骨等食物，以及椰奶、矿泉水等饮品

……如此夸张的吃法，就像令人眼花缭

乱的“魔术”。感觉新奇的网友，会点赞

留言；好奇其极限能力的，会加上关注，

变为粉丝。当“大胃王”们一次次向更

能吃、更敢吃发起挑战时，人们的关注

度，就会变成其IP的流量和卖点。

单靠吃个不停，就能迅速拿到打

赏、广告、商品导购等收益，相比于钻研

制作美食，或直接带货等赛道，这无疑

是一条捷径。

就平台来说，一对多的属性之下，

监管并非易如反掌。比如，部分平台

虽然目前已经做出严禁直播过程和视

频内容中任何主播暴饮暴食、铺张浪

费、吃明显过多的食物等规定，但若吃

播发生在半夜、内容量大，且发布短视

频会标识“非一人食”等文字，依赖关

键词过滤和人工抽查的平台，就有可

能失效。

再比如，若主播多以“吃播+带货”

的形式出现，平台就会很难判断其是否

为纯吃播或带货行为。针对这种专打

技术“擦边球”的，下一步，平台无疑要

更新技术手段、提升监管力度。

除了平台和“大胃王”之外，这当中

理应被关注到的，还有需求对市场的刺

激作用。网友们期待满足解馋解压的

心理需求，不是问题，但“大胃王”吃播

往往是流量逻辑，因而这些合理需求，

也就更容易被错误引导向娱乐至死的

审美偏离：随着刺激域限的不断抬高，

为吸引更多人、留住更多人，“大胃王”

们通常会增加自己的难度系数，于是就

有了食老鼠干、喝食用油等种种猎奇吃

播；观看这类吃播时，受氛围影响，受众

也会将注意力从最初的“美食”转为“挑

战”，以激烈刺激的感官享受，代替了对

“丑”的理性批评和反思，进而渐渐模糊

美丑界限。说到底，叫停“大胃王”吃

播，不能只盯着“大胃王”、平台机构和

相关监管单位，只有我们每个人都树立

起自觉意识，才能从根源上斩断吃播乱

象的利益链。

对“恶性流量”说不，既要做好监管

严惩，也要让疏通引导落到实处。没了

捧场的掌声，没了活跃的平台，没了牟

利的空间，长此以往，“大胃王”吃播自

然无影无踪。

上午才发通知 下午就要材料

“材料依赖症”也是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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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一刷当下火热的短视频平

台，被冠以“3 分钟看完一部大片”

“5分钟全景解说”标题的视频已经

成为一大门类。但如此的“速看”，

或直接“切短”搬运，却常常伴随着

侵权问题。

不久前，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

院审结了一起侵害作品信息网络

传播权纠纷案。某电视剧在视频

平台热播期间，有网友在视频网站

及 App，上传了 150 条电视剧的片

段，并设置成合集进行传播，每个

片段的时长从几十秒到几分钟不

等。最终，该网友被判赔偿原告经

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2万元。

将长视频“切短”传播，即便并

非直接以营利为目的，仅仅是为了

吸引关注、增加流量，也不能改变

侵权的本质。“长短”之变，实际上，

是对内容创作者成果的占有，也是

对视频市场多元性的损害。

“切短”是如此，“变短”亦如

是。一部电影 90 分钟，一部电视

剧几十集，3分钟讲完，顶多就是剧

情梗概，加上二次创作者的个人喜

好，这就极有可能影响到观众的观

影意愿。不少人“知道剧情等同于

看完全片”的想法，加上解说视频

十万、甚至百万级浏览量，在一定

程度上，的确会直接左右长视频的

票房收入、点击量。不仅如此，播

放端的弱反馈传导到创作端，带来

的则是“编导演资”一整个体系的

集体不振。由此，被“吐槽”、成绩

不好、人员流失、质量下滑、收获更

多吐槽的循环也就会一再上演。

当下，我国短视频用户已超10

亿人，其“短平快”的打法，契合了

如今观看“碎片化”的节奏，也收获

了更多的目光与流量。另一边，长

视频平台因为投资规模大，创作周

期长，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这样的

状况下，短视频未经许可的二次创

作与剪辑，便不仅是“以己之长，攻

人之短”，甚至是“夺人之长，消人

之长”了。

短视频有效率，长视频有内

容，本来各有优势，然而，短视频平

台一些创作者无视知识产权的“为

己所用”，除了涉嫌侵权违法外，影

响的更是整个视频创作的生态。

要知道法律法规的硬性约束是一

方面，更重要的还是各个短视频相

关方需要拿出长线眼光和提升版

权意识，不越界、有规范，发展才能

更稳更好。

对于长视频的内容，不是不能

用，而是合法用、授权用、适当用。

“长短”方一起坐下来，谈一谈合作

的方式有哪些、敲定好的模式、总

结共赢的经验，才能实现各自优势

的最大化，从而生产出更好的视频

产品，让观众满意，让两方的市场

越走越宽。

“4月8日，我又遇见了那个
正在踢球的男孩……”我的日记
本上有着这样一句话。因为连
续好几天，在学校操场上都会看
到这个男孩踢着足球……

暖黄的落日沿着天空一点
点往下滑着，马上 7 点了，那个
雷打不动坚持练球的男孩竟然
还在。他奔跑、射门，与幻想的
对手比拼，时不时欢呼一声为
自己加油，或是边跑边喊：“冲
啊！”晚霞落地，为他勾勒出一
层温柔的光晕。霞光黯淡，他
却莫名地耀眼，明明气喘吁吁
却笑颜如花。他练球我能理
解，因为“六一”时社团都有活
动 ，足 球 队 也 要 为 比 赛 做 准
备。可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
么他不和球队一起练习呢？为
什么他总是那么努力，早来晚
归？为什么他身上那种耀眼的
光我从未见过？

从4月到6月，男孩无一天
缺席，50多天过去了，见证结果
的时候到了。在操场见到他时，
他却坐在观众席上！我大吃一
惊，急忙跑过去，却见一个教练
冲男孩走去：“有队员临时来不
了，需要你替补。”男孩猛然起
身，声音发抖却坚定：“好的教
练，我一定会努力！”而后转身奔

向球场……
105分钟过去了，场中央男

孩笑得比阳光还要灿烂，他们赢
了！我却有些怔愣，好像明白那
光是什么了，是热爱，就算他只
是一个替补队员，也对足球有着
真挚不变的热爱。没有晚霞也
没有烈阳，踢球时的他就是最耀
眼的“太阳”，吸引着所有人的目
光，因为勇敢追逐心中所爱的
人，总会发光的。

虽然我也不知道自己的热
爱是什么，更不知道自己会不
会拥有光，但我知道的是，未
来的某一天，我终会知道。我
想，从那一天起，我也会勇敢
地追逐吧！
…………………………………

指导教师：黄婷玉
点评：文字如暖光流淌，细

腻捕捉少年逐梦的剪影。小作
者以观察者视角，从疑惑到顿
悟，层层递进勾勒出“热爱”的模
样——是少年独自练球的坚持，
是替补登场的果敢，更是眼里永
不熄灭的光。文中景物描写与
人物刻画交织（如晚霞的光晕、
球场的阳光），让“热爱”有了温
度与画面感。结尾由人及己的
思索，展现成长的觉醒，引发读
者共鸣。

绿茵场上的追光者
成都市沙湾路小学2019级3班 林羽浩

鹅毛般的雪花纷纷扬扬从天空
飘落，为大地披上洁白的外衣。此
时，我们一家人决定去滑雪，去体验
自由驰骋的乐趣。

刚到滑雪场，我就被眼前的景
象深深吸引。蜿蜒的雪道像巨龙
一样盘踞在山间，滑雪者们身穿五
彩斑斓的滑雪服在其中自由“飞
翔”，留下一道道美丽的弧线。我
心中充满了期待和兴奋，迫不及待
地冲进服务大厅，快速换上装备进
入滑雪场。

一位戴着冰蓝色防风镜、身着红
色滑雪工作服的教练带着我们来到
初级雪道。他一边熟练地向我们示
范动作，一边详细地讲解滑雪的要
领，“首先用雪杖撑地，再身体微微下
蹲，使劲向后一撑，身体会顺势往前
滑。如果想要停下，就要将滑板调整
成内八字。”

“这么简单。”我嘀咕着。急切地
抬起脚想往前走，没想到重心不稳，
身体失衡,“吧嗒——”我重重地摔了

个四脚朝天。周围的小朋友都在欢
快地滑着，我却出师未捷，心里有些
沮丧。爸爸安慰我，初学者都会经历
摔跤的。我将信将疑地站好，按照教
练的话去做。没想到脚不听使唤，我
如同一颗子弹般飞了出去，耳边传来
呼呼的风声。我心里害怕极了，眼看
就要撞上护栏了，我咬紧牙关，身体
侧转，“扑通—— ”我整个人重重地
摔倒在雪地里。我就像一只刚结束
战斗的老虎，气喘吁吁、精疲力竭地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又一次摔倒，害怕的种子在我
心里悄然发芽。我结结巴巴地对教
练说：“教练，我……我能不能不学
了？”教练指着远处一个比我个子矮
小的弟弟：“你看，那个小朋友都敢滑
雪，你为什么不敢呢？男子汉要经得
起摔打。”一旁的爸爸也鼓励我，做出
加油的姿势。我看看那个小弟弟，又
看看爸爸高举着的拳头。下定决心一
定要学会滑雪。

我再一次站到滑雪道上，默默

回忆教练讲的方法，双脚弯曲，用雪
杖向后一撑，嗖的一下滑出去。冰
冷的风如同锋利的刀，刮得我的脸
生疼，但我还是忍了下来，距离终点
还有 100 米、50 米、30 米、10 米……
近了，又近了，我像一道闪电冲过了
终点线。

我如释重负，脸上绽放出灿烂的
笑容。我高高地举起雪杖，向远处的
爸爸挥舞，传递胜利的喜悦。这份喜
悦不仅是坚持后取得胜利的结果，更
是挑战自我的自豪！

从摔倒到滑行，我经历了失败，
用坚持与拼搏获得了成长。我相
信只要认真地去做一件事，就一定
能成功。
………………………………………

指导教师：张衡
点评：小作者围绕学习滑雪这

件事展开语言、动作描写，将自己
的心理变化融入其中，语言生动，
详略得当。结尾自然揭示道理，简
洁又深刻。

缤纷暑假即将到来，“苗地”栏目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发起
“我的暑期生活”主题征文活动。

本次征文以假期生活为核心内容，鼓励学生分享假期里
学习成长、实践体验、文体活动等真实故事。文体不限，采
用记叙、议论、抒情等多种形式，字数控制在 600—800 字之
间。让我们一起用文字分享属于你的夏日故事，记录每一
次的成长！

投稿邮箱：cdrb_miaodi@163.com

温馨提示：投稿信息备注完整才能被选中！信息包括：作
者姓名及学校班级、指导老师姓名及简要点评、作者联系方式。

征 文 活 动

让运动类作文更加生动有趣让运动类作文更加生动有趣
2025苗地 投稿邮箱：cdrb_miaodi@163.com

清晨的足球场上，露水在草尖轻
轻摇晃。我对着墙壁踢出第一百个
球时，东方泛起了鱼肚白。墙面上斑
驳的球印像一幅抽象画，记录着我与
足球相伴的 500 多个日夜。12 岁这
年，我的世界突然缩小成一个黑白相
间的足球，又因为这个圆滚滚的精
灵，延展成无垠的星空。

初到训练场时，我像只笨拙的企
鹅。教练说我的停球像“接炸弹”，总
被弹开的足球砸得膝盖青紫。那天暴
雨突至，雨水模糊了护腿板上的泥浆，
我在湿滑的草地上反复练习踩单车。
当第十三次摔进水洼时，突然领悟到
重心转移的奥秘——原来真正的控制
不是征服，而是与足球共舞的默契。

“七彩杯”前夕，我在对抗训练中
扭伤脚踝。月光透过医务室的窗户，
在冰袋上投下菱形的光斑。我盯着墙
上的战术图，用记号笔在脚踝绷带上
画满小足球。复健时拄着拐杖单脚颠
球，竟意外练就了出色的平衡感。

决赛日的主场看台座无虚席。
当对方前锋突入禁区时，我闻到了
混合着青草与汗水的紧张气息。补
时阶段的那记长传划出彩虹般的弧
线，精准落在阿杰的跑动路线上。
看着他凌空抽射破网的瞬间，我突
然想起那个暴雨滂沱的下午——原
来所有踉跄的脚步，都是为此刻积
蓄的力量。

颁奖仪式上，阳光把金牌晒得发

烫。我低头看胸前的奖牌在水洼里
投下晃动的光影，忽然明白足球教会
我的远不只是胜负。那些与晨露共
舞的清晨、在伤痛中重生的夜晚，还
有并肩作战时手心相触的温度，早已
把 12 岁的夏天酿成最醇美的甘露。
绿茵场上的每一道身影，都是追逐光
芒的少年。
………………………………………

指导教师：王倩
点评：作者以细腻真挚的笔触讲

述自己与足球相伴成长的经历，语言
生动，情感充沛。文中多处的描写富
有画面感，不仅展现了坚持与拼搏，
更表达了对足球深深的热爱与领悟，
立意深远，令人感动。

我的滑雪故事
都江堰友爱学校四年级8班学生 胡博然

热爱之光
成都市北站小学六年级1班 陈欣语

上一期，我们教了大家运动类作

文的几个实用技巧。本期进一步讲

述如何才能写出生动有趣的运动类

作文。

艺术来源于生活，文学创作植根

于生活的肥土沃壤，没有生活原型就

没有艺术创作的灵感和源头。一次

参与过的运动，如足球赛、跳绳比赛、

游泳等，一次难忘的经历，如第一次

学骑自行车、第一次学打篮球，都可

以成为写作的素材与主题，这些贴近

生活、具有真情实感的故事也更容易

打动人。

没有观察，创作无异于无本之

木、无源之水。写好作文，需要洞察

入微，运用细节，让作文“活”起来。

可以加入动作细节，描述打篮球，“他

猛地一跃，把球扣进篮筐。”加入心理

描写，“看着越来越近的终点线，我在

心里给自己打气：加油，坚持住！”也

可以加入环境氛围描写，“阳光照在

跑道上，闪闪发亮。”写观众的反应，

“场边的同学们都站起来大声呐喊。”

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写

作不仅要善观察、有细节，更要养成

勤于思考的良好习惯。思考能架设

起文学创作过程中观察和加工的桥

梁，起到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作

用。只有通过观察、思考和文学艺术

加工，文学创作才算瓜熟蒂落、水到

渠成。思考过程是一个由表及里、由

此及彼、由浅入深的艺术加工过程，

如写收获，“这次比赛让我懂得了坚

持的重要。”写感悟，“运动不仅锻炼

身体，更磨炼意志。”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宋妍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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