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奋斗者
新时代的万千气象， 激荡着每一

个梦想；新时代的蓬勃朝气，激励着每
一种奋斗。

“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
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 开创者、 建设
者。 只要精诚团结、共同奋斗，就没有
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实现梦想

的步伐！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民族精神、
热情讴歌中国人民， 向亿万人民发出
奋进新时代的号召。 击鼓催征，这是进
军的动员令；奋楫扬帆，这是前行的集
结号。 铿锵话语，壮志豪情，鼓舞中华
儿女同心共筑中国梦。

惟奋斗者进，惟奋斗者强，惟奋斗
者胜。 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警醒领

导干部求真务实， 以 “有志者奋斗无
悔”寄语青年朋友建功立业 ，以 “幸福
都是奋斗出来的” 勉励每一个中国人
追求梦想， 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为劳
动者鼓劲、为创新者点赞、为建设者喝
彩， 让奋斗成为中国高歌前行的主旋
律。 五年来，我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神州大地处处都是“撸起袖子加油干”
的火热场景，以历史性成就和变革，实
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
大跨越。

朝气蓬勃的新时代正在我们面前

展开， 等待我们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
彩。 从补齐民生短板到改善法治环境，
从支持创新创业到提升公共服务 ，新
时代为我们的奋斗提供了最有力的支

撑。近 20 万“第一书记”躬身脱贫一线，
平均年龄 30 多岁的航天团队肩负起星

辰大海， 运动健儿和大国工匠都在搏
取荣耀的金牌……这个伟大的时代属
于每一个人，也不会辜负每一个人。 在
逐梦之路上，高扬奋斗之帆，紧握奋斗
之桨，就能找到人生出彩的舞台。 时代
让我们相信，“有梦想， 有机会， 有奋
斗 ， 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
来”。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 ，一
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我们也在用创
造、用奋斗，书写新时代的壮丽篇章 。
回溯历史，让我们摆脱 “开除球籍 ”忧
思的， 是中华儿女敢教日月换新天的
壮志；助我们“杀出一条血路”的，是亿
万人民那一股子敢闯敢干的气呀 、劲
呀。 迎来“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
面对一个又一个重要时间点， 以更大
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各方面工作，

需要每一个人都肩负起自己应尽的责

任。
今天的奋斗， 铸就通往明天的路

基。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再到 2050 年，
伟大的目标在前召唤， 壮阔的征程就
在脚下。 正像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
的，“路虽然还很长，但时间不等人，容
不得有半点懈怠。 ”我们绝没有歇一歇
的时间、等一等的余地，仍要发扬伟大
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
神、伟大梦想精神，加满油，把稳舵，鼓
足劲，将实干进行到底。

恩格斯说过， 人们创造历史的活
动， 如同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形成的
一种总的合力。 团结奋进，山海可蹈；
鮸力同心，未来可期。 13 亿多人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 ，就能汇涓成海 、聚
沙成塔，书写属于新时代的辉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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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作弊神器”坏了读书风气

■王靖翔

前段时间，搜狗公司推出了
一边答题一边搜答案的 APP，被
称为 “作弊神器”。 该应用的投
入，无疑将网络直播答题带向了
“金钱游戏”的不归路。

网络直播答题开发的初衷

是为了调动人们学习的积极性，
但“作弊神器”的介入，使得知识
性的游戏充满了金钱的铜臭味，
扭曲了人们对于知识与金钱的

认识。

网络直播答题是以金钱为

吸引，促使人们运用自己的知识
答题。 而用“作弊神器”的人则有
一种不劳而获的心理，对金钱的
渴望使他们忽视了知识的重要

性，与设计这种答题模式的初衷
相悖。 这样不仅不会有靠自己知
识答题闯关的喜悦感与成就感，
反而会产生 “只为赚钱 ”的麻木
感与空虚感。

对社会来说，搜狗公司的做
法无异于向公众展示了一种不

良的价值观，而这种做法无疑会
引发社会信任感的缺失：有人不
停地读书，可能只获得了一个场
次答题全部正确；而有人却用作
弊的手段，不停地赢钱。 长此以
往，没有定力的人很容易被这种
作弊方法吸引 。 一人如此则事
小，人人如此则事大。 这种投机

取巧的方式，会使社会变得更加
浮躁，文化强国则难以建成。

说到底，这种现象还是社会
娱乐性浪潮的错误引导。 国民素
质提升落后于经济发展造成的

泛娱乐化，使得网络直播答题变
了味。 金钱效益与文化的简单拼
凑，使得许多人舍本逐末 ，开始
追求金钱而不顾文化。

这种作弊 APP 必须淘汰 。
“作弊神器” 开发者需要自我审
查 ， 不能只考虑自己的经济利
益 ， 而不考虑对社会的不良影
响。 同时，媒体也应积极引导，使
人们端正学习态度，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

“神器”虽能解一时难题，毕
竟不是长久之计。 读书充电才是
真正能够解开生活中每一道难

题的“神器”。

让“种子精神”深植广袤大地
■新华社评论员

“他的追求里有无数的别人，唯独没有他自己。 ”著
名植物学家、复旦大学教授钟扬去世数月来，人们对他
的思念未曾消减，他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激励着无数
人。 回顾钟扬 ５３ 岁的生命历程，他以对党的无比忠诚、
对国家的深沉挚爱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把论文写在了
祖国山川大地上，把心血和汗水倾注在国家和人民最需
要的地方，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种子精神”。

毕生以种子为业的钟扬，自己就是一颗“种子”。 几
十年来，钟扬用脚丈量巍巍雪原，用心攀登学术高峰，用
爱培育科研人才，忘我耕耘、播种未来，像藏波罗花一般
深深扎根大地，绽放出荡气回肠、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

这是牢记使命、报效祖国的爱国精神。钟扬认准“只
要国家需要，再艰苦的科研也要去做”，在青藏高原奔走
５０ 万公里，采集上千种植物的 ４０００ 万颗种子，为国家
和人类储存下丰富的“基因”宝藏。 一切从国家需求出
发，一切为了国家的科研事业，正是怀着国家至上的使
命担当，钟扬做了许多别人难以做到的事情，使自己的
人生得到升华，创造了无愧于祖国、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这是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崇高境界。 １６ 年艰苦援
藏， 钟扬将西藏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成功推向世界，探
索出高端人才培养的援藏新模式。 从东海之滨到“世界
屋脊”，钟扬在巨大的“海拔差”面前奋不顾身，全身心投
入科研和教育事业之中。 “共产党员就要敢于成为先锋
者，也要甘于成为奉献者！ ”宁做教师不做官的钟扬，眼
里没有个人名利，却把事业看得很重。襟怀坦荡、心底无
私，让他摆脱了名缰利锁，自由驰骋在科研创新的广阔
天地。

这是甘当人梯、造福人民的赤子之心。钟扬相信“每
个学生都是一颗宝贵种子， 全心浇灌就会开出希望之
花”。 无论是在课堂、实验室，还是在雪山脚下、荆棘丛
中，都是钟扬教书育人的岗位。他立志“要为祖国每一个
民族都培养一个植物学博士”， 每个学生都被他视为宝
贵的种子，悉心培育播撒在祖国各个角落。他坚信“一粒
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积极投身科普事业，在无数青
少年心中埋下了科学的火种。

精神薪火相传，事业接力前行。从“两弹元勋”，到以
黄大年、钟扬为代表的当代科研工作者，一代代中国知
识分子在各自领域为国家强盛、 民族振兴拼搏奉献，建
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 正因为有众多埋头苦干的 “种
子”，中国脊梁才得以挺立，中国精神才得以弘扬，中国
创新精彩纷呈、充满活力的生动局面才得以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起来要靠创新，创新要靠人
才。 新时代的伟大事业，呼唤千千万万钟扬这样的栋梁
之材。让我们向钟扬同志学习，发扬“种子精神”，把爱国
之情、 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融
入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奋斗之中，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精
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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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聪明”
开店做生意， 一视同仁，是

千百年来市场上形成的老规矩。
遇到回头客，让上三分利，更是
很多商家的揽客之道。 然而，近
期一些网络平台被曝利用大数

据新技术“杀熟”，消费者反应强
烈。

老客价高于新手价，专挑会
员定向涨价， 买得越多价格越
贵。许多网络平台用大数据技术
收集分析消费者偏好、消费能力
等信息后，不约而同地把算法的
“矛头”指向熟客，以至于有人感
叹“最懂你的人伤你最深”。

作为一种新技术，“最懂你
的” 大数据本身并没有善恶之
分，但被一些违背商业规律和商
业伦理的人利用，则不仅会影响
消费者线上消费的忠诚度，还会
破坏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环

境。 新华社发 曹一 作

画中有话画中有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