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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宣讲让我对党的二十大精神有了更深
的理解。 身处伟大时代，我要做有理想、敢担当、能
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听了宣讲，我更能
深刻理解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 作为高校教师，我
们将在人才培养、文化传承、科学研究等方面作出
应有的贡献。 ”“宣讲报告进一步加深了我对党的二
十大精神的认识和理解。 ”“作为科技战线的一员，
要做到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
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连日来，中央
宣讲团在全国各地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走出报告
会现场的各界听众反响强烈，引发共鸣。

又一次宣讲活动大幕拉开，又一场理论甘霖洒
向全国。 为把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活动引向深入、
落地生根 ，从 10 月 30 日 《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决定》发布起到明年年
初，中央宣讲团成员将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开展党的
二十大精神宣讲活动。 连日来，很多领导和专家活
跃在基层一线，灵活运用“座谈会”“田埂会”“板凳
会”，乃至送上门的“炕头会”等诸多形式，燃旺了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理论“热火”，真正把精神
传下去，干劲提上来。

“功成理定何神速？ 速在推心置人腹”。 党的二
十大精神理论宣讲看似深奥，但其根脉却连接着现
实的土壤，善用送上门的“田埂会”“板凳会”“炕头
会”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善用沾泥土 、带露珠 、
接地气、冒热气的语言，讲起来顺口，听起来顺耳 。
特别是各地组织的“小板凳式”的“微宣讲”，把 “普
通话”变成“家常话”，能够使基层干部群众融会贯
通点滴入心，让“书面语”转化“口语化”，能够让宣
讲活动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因为“小板凳式”
的宣讲，能够号准群众的脉搏，触摸群众的心跳，使
所讲的道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无遮无掩、水银泻
地般灌入思想清泉，润泽百姓心田。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
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如中央宣讲团在内
蒙古、云南、西藏、青海、新疆等地区宣讲时 ，结合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方
式，把“普通话”变成“家乡话”，把“书面语”变成“口头语”，把“汉话”转化
为“少数民族话”，做到深入浅出、入脑入心，生动阐释了“中华民族历来
是一个大家庭，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谐和睦共处。要让大家紧紧团结
在一起，就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宣讲团成员走进少数民族群
众中间，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选择少数民族语言，面对面互动，既有
“唠嗑”“拉呱”心灵与思想的真触动，又有理论与实践的润物无声，切实
让“小切口”讲透“大道理”，“小故事”诠释“大理论”。

理论的温度来自火热的社会生活，来自人民群众的鲜活实践。 到群
众中间，与群众互动交流，不仅活跃了宣讲气氛，也把切入点置于群众视
角，从大家最关切、感受最深刻的问题现象出发，引导群众从浅层面的认
知向理论深度的认识递进，从而达到了豁然开朗的效果，使得理论宣讲
贴近群众最现实、最直接的切身利益，成为人们“日用而不觉”的自觉行
动。

《琴诗》曰：“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
不于君指上听？ ”这里的“琴”字，就好比是一本厚重的党的二十大精神，
“指头”犹如宣讲团成员，而“琴声”，其实就是宣讲团成员在基层宣讲时
发出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好声音”，“琴、指头、琴声”三者之间，合则百曲
可为，离则一音无成。 基于此，只有把党的二十大精神学深悟透、弄通做
实、知行合一，巧妙地把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
新思想、新战略、新要求与宣讲艺术完美结合，并艺术化嵌入“会讲的人”
的灵魂深处，才能拨动“听讲的人”内心深处的共鸣“心弦”，切实用党的
科学理论凝聚人心。

向世界展示“亚洲足球之光”
王庆峰

本届世界杯才开幕几天 ， 球迷们已经过
足了瘾。

作为亚洲人，亚洲队的表现值得关注。 前
两个比赛日 ，亚洲球队卡塔尔队 、伊朗队接连
遭遇完败 ，分别 0—2、2—6 负于厄瓜多尔队 、
英格兰队。 伊朗队排名亚洲第一，卡塔尔队是
最近一届亚洲杯冠军 ， 它们都是亚洲足球的
代表，结果面对欧美球队却都败下阵来 ，于是
许多人认为亚洲队不行了。 但在 22 日的比赛
中 ， 沙特阿拉伯队又爆冷战胜夺冠热门阿根
廷队 ，23 日 ，日本队力克德国队 ，突然让人看
到亚洲球队仍然有竞争力。

有人说， 打进世界杯 16 强， 就是亚洲队
“天花板”，卡塔尔队 、伊朗队的失败似乎成了
某种预兆 。 于是在沙特队 、 日本队的比赛之
前 ， 大家普遍不看好 。 沙特队被称为 “惨案
队 ”，而 “潘帕斯雄鹰 ”阿根廷队是美洲杯冠
军，日本队身体普遍瘦弱 ，而 “德国战车 ”是四
届世界杯得主，亚洲队会不会输得更惨？ 但事
实证明 ，如果更多地关注比赛过程 ，就会发现

足球世界并非只是纸面实力的比拼 ， 而是有
可能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

就拿这两场比赛来说，由于阿根廷队不愿
在中场与对方缠斗 ， 只想采用直塞球等最简
单的方式拿下胜利 ， 结果为他们的轻敌付出
了代价。 沙特队 5 分钟内连入两球逆转比赛，
终结了阿根廷队的连胜纪录 。 仅从德国队和
日本队上半场的表现看 ， 日本队被压缩在后
半场 ，几乎每次身体对抗都处于下风 ，被打得
毫无还手之力 ，但换满 5 个名额之后 ，日本队
发挥速度和灵巧优势 ， 屡屡把德国战车的防
线冲击得七零八落 。 正如沙特主教练勒纳所
言：“这就是足球，总有疯狂的事情发生。 ”

世界杯无弱旅，永远不要低估任何一支球
队想要赢球的信念与意志 。 在历届世界杯比
赛中 ， 我们 已 经 看 到 了 太 多 这 样 的 镜 头 。
2018 年世界杯中 ，F 组最后一场比赛 ， 德国
队取胜就能小组出线 ， 结果韩国队在伤停补
时连进两球，爆冷战胜卫冕冠军德国队。 日本
队在 1/8 决赛中遭遇实力强大的比利时 ，结

果差一点把当年的季军拉下马 。 这些亚洲球
队以令人信服的表现 ， 告诉我们赛场充满奇
迹 ，只要坚持正确方向 ，打出自己的水平 ，鹿
死谁手犹未可知。

作为足球欠发达地区，应该承认目前亚洲
队和欧美强队相比仍有不小差距 ， 但这不应
该成为我们的困扰 ，而要变成知难而上 、迎头
赶上的信心和决心。 这些年，日韩在对抗欧美
强队时的偶有收获 ，说明了以留洋 、职业化融
合为依托的 “日韩模式 ”的成功 。 卡塔尔队依
靠国家力量组建学院 ，集中突破弱项 ，虽然出
师不利，但近年来取得的成绩也有目共睹。 再
叠加看沙特队的表现 ，面对强敌不怯场 ，打得
足够硬朗 ， 证明了战术纪律和精神意志也能
成就胜利。

世界杯是创造奇迹的赛场，没有球队能凭
借历史功绩和纸面实力永远赢得胜利 。 只要
敢于挑战强队 ，在真刀实枪中提高水平 ，就是
好样的 ，每一支拼尽全力的球队 ，都是我们期
待的“亚洲足球之光”。

“无痕露营”是旅游中最美的风景
胡 锋

增强人民群众文明露营意识 ，推广 “无痕
露营 ”。 文化和旅游部等 14 部门日前在印发
《关于推动露营旅游休闲健康有序发展的指
导意见》中提出。

露营深受旅游休闲爱好者的青睐 ， 正成
为生态旅游的新宠 。 一顶帐篷 、一辆旅居车 ，
或三五好友 ，或居家结伴 ，在假期里追逐山水
田园的美丽风景 ， 幸福的笑声飘荡在青山绿
水中。

然而 ，露营人员乱扔垃圾 、破坏环境 、践
踏绿植、攀折花木的现象曾饱受诟病。 随着文
明旅游意识的逐步深入 ， 文明露营的意识有
所改善，但离“无痕露营”还有很大的差距。 倡
导“无痕露营”，可谓正当其时。

带走风景 ， 留下你的风度 。 倡导和推广

“无痕露营”，增强“无痕露营 ”意识是第一关 。
旅游管理部门 、旅游营地现场管理者 、每一个
露营人员都要有 “无痕露营 ”的意识 ，这不仅
是露营营地管理的要求 ， 也是露营爱好者的
文明素质要求 。 垃圾定点投放 ， 爱护花草树
木，脚下处处留情 ，才是每个露营旅游者应该
有的样子。 文明露营意识增强了，“无痕露营”
从思想上就迈出了第一步 ，扣好 “无痕露营 ”
的第一粒扣子 ， 才不会被下意识的不文明行
为煞了文明风景。

花香属于你，花朵不属于你。 “无痕露营”
教育是旅游休闲中重要环节 。 旅游部门要大
力开展 “无痕露营 ”的宣传 ，利用网络 、APP 等
无纸化手段加强教育引导 ，形成鲜明的 “无痕
露营”宣传导向。 参与露营者要做好事前旅游

攻略，遵守营地管理规定 ，做 “无痕露营 ”的实
践者，露营时相互监督提醒 ，将 “无痕露营 ”打
造成旅游休闲中最美的风景。

动员千遍 ，不如问责一次 。 对于违反 “无
痕露营 ”规定的相关行为 ，现场巡视人员要及
时纠正，对于有令不改者，要依规惩戒。 同时，
要加强视频纠察力度 ，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语
音提示 、 行为纠偏 ， 及时制止不文明露营行
为 ， 曝光不文明现象 。 对于蓄意破坏文明环
境 ， 毁坏文明设施的有痕露营者要依法依规
从快处理，达到教育一人，警示一地。

露营属于你 ， 无痕属于我 。 卞之琳曾写
道 ：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
你 。 只要出游 ，除了脚印 ，什么也没有留下 。
“无痕露营”才是旅游休闲中最美的风景。

“电子榨菜”，下饭吗
余冰玥

打开饭菜，挑选视频，开吃。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都是我每日吃饭的“标配三部曲”，重点在第二

步。 热腾腾的饭菜到手，可不能着急吃，必须选一个自己最想看的视频搭
配。 有网友调侃，吃饭时没有刷到一部称心如意的剧，这顿饭等同白费，你
吃下去的不再是饭，而是一阵空虚。

网友给这些“下饭”视频、音频和文字起了一个新名字———“电子榨
菜”。

“电子榨菜”不是个新鲜的概念。 学生时代，中午 12 点的“少儿频道”
里有《中华小当家》的身影，最适合中午放学回来捧着饭碗看。 日本动漫里
的“泡面番”，时长大约在 3-6 分钟，正好够泡好一份泡面。 现在，视频无论
长短，文章不限题材，只要是能让人在吃饭时感到愉快，就是好“榨菜”。

互联网上的“电子榨菜”品类丰富，任君挑选。 私人口味不同，带来的
佐餐体验也不一样。 有人吃饭喜欢看男女主谈甜甜的恋爱，比自己约会吃
饭更香；有人爱跟着美食博主一饱眼福，看看烧烤串串里的人间烟火气；
有人喜欢带来“5 分钟快乐”的脱口秀，跟着感慨当前的生活状态有“中悲、
大悲、超大悲”；有人在一顿顿外卖中把“那年杏花微雨，你说你是果郡王”
咂摸了 108 遍，还有人偏爱“重口味”，吃一顿饭，要看法医秦明解剖一次
尸体。 更有浙江人民表示，自己的“电子榨菜”是《1818 黄金眼》和《钱塘老
娘舅》。

古人规训“食不言，寝不语”，在现代医学中也有科学数据证实。 但“朋
克养生”的年轻人显然不以为意。 相较于吃饭本身，如何让这段空闲时间
不那么寂静无趣，成为“多线程”时代的一个重要问题。

有人陪伴吃饭自然是极好的，但“实体”朋友在当代属于奢侈品。 一个
人看电影、吃火锅、去医院已不新鲜。 有人在社交平台分享“一人吃火锅怎
样做不被服务员放玩偶”“一个人吃饭去厕所，餐具怎样不会被收走”。

一个人吃饭的缺点在于点菜，你看着菜单上的好几盘大菜垂涎欲滴，
但肚皮提醒你不要“眼高手低”，最终点的依旧是“老规矩”鱼香肉丝盖饭。
甚至有人发明“戏精吃饭法”，即使是泡面配肠，也可以配上期待的眼神、
努力的撕咬、拼尽全力的咀嚼、意犹未尽的留恋。 反正没人看见，假装热
闹，好过真的寂寞。

也有些孤独来自害怕“餐桌社交”。 这时“电子榨菜”就派上了用场，只
需要掏出手机，耳机一戴，任凭领导从身旁走过，也可以装作沉浸于视频，
避免眼神接触，还能让试图在餐桌上共话工作的同事识趣离开。

“不仅仅是‘电子榨菜’，应该叫电子陪伴。 ”网友们如是说。 当代人独
居比例越来越高，根据 2021 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20 年“一人户”家庭
超过 1.25 亿。 “电子榨菜”在逐渐程式般缺乏乐趣的三餐中隔出一个虚拟
空间，它让我们短暂逃离现实世界，以影像、文字、声音为陪伴，获取口腹
与情感上的双重满足。

在家孤独，想要更进一步感受连接，逛 5 分钟豆瓣小组“可以尝尝你
的‘电子榨菜’吗”即可满足。 必有一群网友热情地给你推荐各类“下饭必
备”视频，在彼此分隔的空间里，收获某种心意相通的共鸣与快乐。

2012 年开播的日剧《孤独的美食家》中，名叫“五郎”的大叔在屏幕里
独自一人探访小店，专心而安静地吃饭。 那种在纷乱世界中安然享受美食
的状态，仿佛在告诉年轻人：吃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信仰，任何理由都不
足以干扰进餐。 即使没有社交或虚拟陪伴，一个人也可以好好吃饭。

这需要强大而富足的内心力量。 “电子榨菜”终究是“榨菜”，作用是
“下饭”，在碎片化海洋里获取信息，吃到多么有深度的精神大餐似乎并不
容易。 年轻人需要的，其实不过是一段短暂的快乐：饭很好吃，剧很好看，
吃完还能继续在生活里战一战。

规范市场行为 支持依法打假
刘英团

近日， 山东省烟台市莱州市人民法院发布
了一起案例， 陈某以商家售卖的茶叶没有生产
日期和保质期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提出十
倍惩罚性罚款的请求。经裁定，法院以索赔牟利
目的明显为由，驳回了陈某的诉求。 专家认为，
应让打假回归正义， 指导执法机关对职业打假
案件作出合规、合理的判决，避免打假成为敲诈
勒索的工具，堵住利用打假牟利的漏洞，还市场
以良好秩序。 （11 月 9 日《工人日报》报道）

职业打假，并非新鲜事物。 社会各界，包括
法律实务界对 “职业打假” 的态度亦是莫衷一
是。 支持者认为，法律主要是用来约束作恶，只
有惩罚才能更好地约束作恶。 对于制假售假行
为，仅靠监管部门是不够的，要用好社会力量，
打一场人民战争。 只要是“打假”而非“假打”，
就不应纠结动机， 职业打假本质上是一种社会
共治。 反对者认为，打击假冒伪劣是公安、市场
监管部门的法定职责，而非“那些在社会上号称
职业打假的人”，他们“基本都是以个人私利为
目的，所谓打假只是一个幌子、手段而已”。

衡量某个行为的社会效果，应该多看结果、
看成效。 去哪里寻找一定“动机单纯”的人呢？
“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职业打
假若涉嫌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自有法律规制，
而不能因此把职业打假行为一棍子打死 。 首
先 ，职业打假人靠“除害 ”吃饭 ，商业牟利的色
彩很重，或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其次，消费者时
间、经历、辨识能力有限，公权力机关人手有限，
职业打假人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一种城市猎人
的角色， 对于行政监管力度未达之处是一种重
要补充， 尤其在食品药品安全等民生领域需要
打一场人民的汪洋战争；第三，打击假冒伪劣是
社会公民的权利， 举报和索赔既是行使公民权
利，更是对市场环境、商业经营行为的净化和规
范。

在司法审判实务中， 职业打假发生在各领
域，各地各级法院裁判不一。 具体到本案，法院
之所以驳回陈某的诉求，是因为法院认为“陈某

非一般意义上为生活所需购买商品的消费者，
而是社会上所称的职业打假人” 的身份。 法院
认为，陈某曾多次对同类商品提起过类似诉讼，
说明其对食品安全标准具有较高的认知能力，
涉案商品的标签标识不全难以对其造成误导。
而在已知商品存在标识问题的情况下， 依然多
次大量购入， 而且又无法对这一行为做出合理
解释， 其牟利行为已经背离相关法律规定维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初衷。

其实， 在打假中谋取一定的利益与以打假
的名义碰瓷、敲诈勒索有着泾渭之别。 前者，是
正义的，“正义， 无非是每个人得到自己应得的
东西”；后者 ，是违法的 ，法律绝不纵容违法犯
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条规定，“因食
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
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
食品、 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
抗辩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 最高人民法院
《“知假买假”行为性质认定类案裁判规则》进一
步明确，食品、药品领域的“知假买假”行为，因
其所涉领域的特殊性， 不应以职业打假人牟利
性打假而否定其在食品、 药品领域中的消费者
身份， 其要求赔偿的行为一般不为法律禁止。
这意味着， 陈某的索赔行为换作另外一个地方
的法院审理，或许就是另一种裁判结果。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 法律的权威也在
于实施。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重点就在于保证
法律严格实施， 就在于通过一件一件的案件逐
步得以落实的， 没有案件就没有法律的落实。
职业打假不是非法敲诈勒索或栽赃陷害， 是抓
住生产经营者的真实违法行为索取高额惩罚性
赔偿的活动。 一者，打假的目的可能为了获利，
任何人提起诉讼都是为了利益， 没有人纯粹为
了体验诉讼程序而傻到随意地提起诉讼， 民事
诉讼如此，行政诉讼、刑事诉讼也是如此，我们
不能因为当事人的目的是为了获利， 就驳回起
诉者的诉讼请求。二者，利益分为合法利益和非

法利益，法院保护的是合法利益，否定的是非法
利益。 制假、售假获取的是非法利益，打假获取
的是合法利益，为了获取合法利益而诉讼索赔，
无可厚非，无可指摘。 三者，不知情的消费者不
可能打假，判断消费者的标准，不应以购买主体
的主观意识， 而应以标的物的性质、 状态为标
准。 四者，打假的前提是存在“假货”或者属于
“假冒伪劣商品”，没有“假”，何惧打假？ 打假人
专门针对造假者，相生相克。对于食品药品领域
的制假售假等行为，不要口头上“零容忍”，而在
行为上支持依法打假。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由立法、执法、司法、
守法等诸多环节组成的完整“链条”。 维护法律
权威和尊严，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努力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
宗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反之，法律就成
了 “纸老虎”“稻草人”， 就会失去应有的效力。
久而久之，势必动摇人民群众对法律的认同、对
法治的信仰。打假是好事而非坏事，每一起消费
者针对经营者经营行为提起的诉讼， 都在一定
程度上促使经营者合法经营、规范经营。当所有
的消费者都觉醒了，都成为潜在的打假人，制假
售假的行为也就无处藏匿。市场规范有序了，没
有了制假售假行为，职业打假人自然就消失了。
反之，以法律的名义把枪口对准打假人，实质上
是对制假售假的保护， 这是对法律和社会主义
法治的亵渎， 背离最基本的人民立场和人民意
志。《中国质量报》署名文章《职业打假者是消费
者的先驱》说得透彻，既然普通消费者可以通过
维权主张自己的权利，那么多次维权的打假“高
手”，甚至是职业打假者，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
围内行使权利，就没有任何问题。惩罚性赔偿机
制早就是国际惯例，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不反对
甚至支持获利动机的， 为什么我国的司法实践
却有诸多掣肘呢？人人都是消费者，我们大多数
人都没有辨假识假的专业知识和能力， 有专业
知识或专业技能的人替人民群众“打假”有什么
不可呢？

融入数字生活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中国科

协、中国银行、中国联通日前联合印发
方案，共同开展“银龄跨越数字鸿沟”科
普专项行动， 满足老年人对信息素养、
数字技能和金融知识等方面的需求，切
实解决他们在高频生活场景中智能应
用的现实困难，助力老年人走进数字时
代、享受智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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