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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微视视频频

总总书书记记与与湖湖北北人人民民心心连连心心

扫描二维码，观看新华
社视频报道《特别的深情 总书
记与湖北人民心连心》。

扫描二维码，观看新华
网视频报道《【专家漫评】黄守宏
解读为什么把保就业列为“六保”

之首》。

扫描二维码，观看新华
社视频报道《手机里的履职时刻|
我为基层幼师代言》。

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带领 14 亿中国人民作出历史性抉择。

人民至上，凝聚万众一心。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举国之力，对决重大疫情，集中
火力“打好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湖
北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
重大战略成果。

卫卫星星微微纪纪录录片片：：穿穿越越

从太空遥看我国深度贫困地区，一些村落风景壮
丽却土地贫瘠，加上自然灾害频发，一方水土难养一方
人，他们的出路究竟在哪？记者来到“三区三州”等深度
贫困地区，试图结合卫星数据，寻找中国给出的答案。

扫描二维码，观看新华
社“卫星微纪录片”《穿越》。

■■专专家家漫漫评评

保保就就业业为为何何为为““六六保保””之之首首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矛盾之一，
就是就业和民生问题。受疫情冲击的影响，一些产业
特别是服务业领域，有些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比较
困难，有的裁员或者降薪。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提出
“六保”并把保就业列为“六保”之首？因为就业是最大
的民生，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动因所在。

作为一名在教育领域耕耘 28 年的基层全国人大
代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教育局
教研室副主任孔庆菊对教师工作感触颇深。平日孔庆
菊习惯用手机拍下工作的点点滴滴，走到哪儿拍到哪
儿，记录下调研工作的关键时刻。

■■手手机机里里的的履履职职时时刻刻

我我 为为 基基 层层 幼幼 师师 代代 言言

对发生在公共空间案件的审理，人民法院
兼顾国法天理人情，明辨是非，惩恶扬善。通过
一系列案件审理，破解长期困扰群众的“扶不
扶”“劝不劝”“追不追”“救不救”“为不为”“管不
管”等法律和道德风险，让司法有力量、有是非、
有温度。

25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最高人民法院
院长周强向大会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时说。
近年来，社会上有一种心理，当人们见义

勇为、行善助人时，担心面临这样或那样的法
律和道德风险，导致人们常常瞻前顾后甚至
望而却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坚决落
实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要求，在法
治轨道上明规则、破难题、扬正气、树新风，着
力解决“扶不扶”等难题，让人民群众切实感

受到社会公平正义。
今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提到

了一批发生在公共空间的案件。例如，河南
法院在“撞伤儿童离开遇阻猝死案”中，判决
阻拦老人离开者不用担责，为见义勇为者吃
下“定心丸”；广东法院审理的“私自上树摘
杨梅坠亡案”中，法院依法认定村委会未违
反安全保障义务，无需对私自上树摘杨梅者
坠亡负责，明确守法者不用为他人过错买

单 ；江苏法院审理的“小偷逃逸跳河溺亡
案”，认定追赶小偷行为并无不当，小偷跳河
并拒绝接受劝导上岸，应对自己溺亡负责，
宣示了法不强求见义勇为者的过重注意义
务。这些判例让维护法律和公共利益的行为
受到鼓励，让见义勇为者敢为，以公正裁判
树立行为规则，引领社会风尚。

（记者高洁）
新华社北京 5 月 25 日电

让 司 法 有 力 量 有 是 非 有 温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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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新华时评

“打伞破网”，严惩公职
人员涉黑涉恶犯罪；“打财断
血”，彻底铲除黑恶势力经济
基础。正如俗语所说：打蛇
打七寸、挖树先挖根，最高人
民法院工作报告对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的这两个要害问题
做了专门阐述，合民意，顺
民心。

坚决“打伞破网”，是挖
出“恶树”之“根”的必然之
举，更是深入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的重中之重。黑恶
势力发展壮大，和背后形形
色色的“保护伞”“关系网”密
不可分，少数公职人员特别
是党员干部中的个别害群之
马，和黑恶势力沆瀣一气，包
庇、纵容，甚至成为涉黑恶犯
罪共犯，导致一些黑恶势力
长期作恶，为祸一方，群众对
此反映极为强烈。彻查黑恶
犯罪背后的腐败问题，打掉
各种“保护伞”“关系网”，才
能消除黑恶势力滋生蔓延土
壤，才能让人民群众切实感
受到公平正义。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中查处的孙小果案、
杜少平操场埋尸案，依法严
惩黑恶势力背后“保护伞”，
多名公职人员受到法律惩
处，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
社会效果，群众拍手称快。

实现“打财断血”，是打
准黑恶势力“七寸”、防止其
死灰复燃的有效手段。黑恶
势力通过有组织的违法犯罪
活动，向工程建设、交通运
输、矿产资源等行业和领域
渗透，欺行霸市，形成垄断，
严重侵害群众利益，扰乱社

会和经济秩序。对于黑恶势力获取巨额非法利
益，必须运用各种法律手段，包括判处财产刑，
追缴、没收违法所得等，摧毁其经济基础，既让
黑恶犯罪组织和成员违法所得“清零”，更让其
丧失“造血”能力，无法继续生存作恶。

今年是实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三年为期目
标的决胜之年，“除恶务尽”是实现目标任务的
必然要求，更是人民群众的深切期盼。持续、彻
底“打伞破网”“打财断血”，方能除恶务尽，要通
过完善纪检监察、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协作
机制，深挖彻查黑恶案件背后的“保护伞”“关系
网”，推动“打伞破网”取得更大战果；强化部门
协作，加强大数据手段运用，完善涉黑恶财产查
找、控制机制，做到涉黑恶财产全查清，依法处
置，以除恶务尽的成效涤荡黑恶势力，建设更高
水平的平安中国。

（记者郑良）新华社北京 5 月 26 日电

5 月 25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听
取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
院工作报告。

新出炉的两高报告，数据详实、案例生
动，既对社会热点案件进行了回应，也对人民
群众关注的法治问题作出反馈，不仅让我们
看到了公平正义的实现，也同时感受着法治
前进的铿锵步伐。报告中所体现出来的“硬

气”，更让期待“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的人们听得心安，底气倍增。

司法有力，社会有序。两高报告的“硬气”

体现在对依法治国的全面部署上。从高压反
腐、扫黑除恶、惩治暴力伤医，到助力脱贫攻
坚、保护生态环境、优化营商环境，再到保护
未成年人、维护食药安全……两高报告中所
提到的工作亮点，也是依法治国的成绩单。特

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针对疫情防控
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相关部门依
法防疫，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犯罪，逮捕涉疫
刑事犯罪 3700 余人，办理涉口罩等防护物
资监管等领域公益诉讼案 2800 余件，确保
了疫情防控工作有序推进。这些都折射着
两高工作的力度，让民众切身体会到公平
正义就在身边。

司法有为，正义彰显。两高报告的“硬
气”体现在对公平正义的全方位维护中。公
平正义并不抽象，体现在司法机关依法独
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中，体现在人民
群众对司法公正公开的期待中。今年的两
高报告中，点名曾任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秦
光荣、陈刚、艾文礼、邢云等落马腐败分子，
提到云南孙小果案、湖南杜少平操场埋尸
案、长生疫苗案、民航总医院杀医案等重大
案件，这些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依法审结，
彰显了法治和正义的力量。而一些在 2019
年备受关注的“小”案，如“撞伤儿童离开遇
阻猝死案”“小偷逃逸跳河溺亡案”等，同样
被写入两高报告，传递着法治正能量，让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深入人心。

“奉法者强则国强”。两高报告是最高
司法机关对自身工作的检视，也是全社会
塑造法治信仰、夯实法治根基的重要载体。
“让司法有力量、有是非、有温度；让群众有
温暖、有遵循、有保障”，“硬气”的两高报
告，彰显正义力量，也必将使法治精神更加
深入人心。

（李洁琼）来源：新华网

以司法“硬气”彰显正义力量

和 全 国
许 多 城 市 一
样，最近云南
省 会 昆 明 向

市民发放了 1 亿元消费券，以促进部分
受疫情冲击较为严重的领域尽快恢复元
气。此举较好地促进了消费，也扶助了
相关行业。但让许多实体书店经营者、
读书爱好者感到遗憾的是，同样遭受冲
击的书店行业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消费券只能用于餐饮、旅游等消费，不能
用于买书。

发放消费券，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之举。
据不完全统计，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已有
28 个省份、170 多个地市累计发放消费券
190 多亿元，有力提振了消费者的信心，促
进了市场回暖。

记者观察发现，目前各地发放的消费

券主要集中在餐饮、零售等领域。这些行业
与民生息息相关，在此次疫情中受到的冲击
相对较重，优先获得消费券投放也不无道理。
但不应忽视的是，近年来受电子化读物剧增、
民众阅读方式改变以及经营成本上涨等因素
冲击，本就举步维艰的实体书店叠加疫情因
素，处境更为艰难。

建设“书香社会”，实体书店是重要的阵
地。它不仅是一个传播知识和文化的场所，
更能营造一种阅读氛围和文化体验，是承载
情怀与梦想的精神家园。不少特色鲜明、服
务新颖的书店，已是城市的文化地标和文化
软实力的象征。

面对市场变化和疫情影响，不少实体书
店经营者转变思路，在自救的道路上努力。
他们的努力既是出于自身利益，也是在为人
们的精神需求而坚守。如果只让实体书店自
身承担市场风险，一些必要的关注和纾困举

措不及时跟上，这块文化家园恐将进一步
萎缩。

为实体书店纾困，不仅仅是让阅读回归
生活。如今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愈发多元，特
别是文化消费意愿高涨，经历疫情之后的消
费者，也期待更多精神食粮来慰藉心灵。正
因如此，在大众文化消费需求日益高涨的当
下，发放消费券促进消费也不能忘了实体
书店。

各地政府在设计发放消费券时，也不
妨照顾到群众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拓展
消费券的使用范围，用一张张消费券为“书
香社会”添砖加瓦，为实体书店抱薪送炭。
同时，传统的书店模式并不完全适应时代
发展，如何创新和引领文化消费，让实体书
店焕发活力 ，也是书店长远经营的关键
考量。

（本报评论员吉哲鹏、庞明广）

消 费 纾 困 何 妨 多 点“书 香”？

离 开 农 村 的 你 ，能 为 家 乡 做 些 什 么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游子，

你可记得土地的芳香。”

作为一名青年歌唱家，雷佳唱过《在希望的
田野上》，也唱过《乡愁》。前者歌颂的是广袤的乡
土，后者吟唱的是游子难解的愁绪——看过外面
的世界、习惯了城市的繁华，回头望望，更想为世
世代代在田野上生活的父老乡亲们做些什么。

“已经离开农村的你，能为曾经贫困的家乡
做些什么？”雷佳在新华社联合知乎发起的《两
会云问答》专题中，向每一位心系故土的游子，
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真正获得我的故乡，其实是因为离开
她。”知乎网友“郝星河”引用导演贾樟柯的话，
来描述自己的心境。“郝星河”的故乡是辽宁省
的一个小村庄。2016 年他到外地求学，离家越
来越远，儿时的记忆却越来越清晰，他渐渐理解
了父母的不易、故乡的困境。

像“郝星河”一样，很多生长在农村的年轻
人，为故乡做的第一件事，恰恰是离开。网友“大
丫是个好姑娘”永远也不会忘记，为了走出那座
地处豫西南与鄂西北交界处的贫困山村，她和
父母费了多大的力气——

那些年，为了赶每天只发一趟的长途车到
县城上高中，无论寒暑，她总是凌晨 4 点多钟就
爬起来，和妈妈一起，抱着行李坐进爸爸敞篷三
轮车的车厢里，一路颠簸着赶往汽车停靠的地
方。“我记忆犹新的是冬天，山里的冬天总是格
外冷，也特别黑，那时候从家里到等车的地方，
一路上除了我们遇不到一个人。”

全家人的努力和坚持没有白费，2007 年，

她被武汉的一所大学录取，成为村里第一个
考上大学的年轻人。但在当时盛行“读书无用
论”的故乡，人们觉得节衣缩食供孩子求学是
绝对的亏本买卖。

“那时候总有人跟我爸妈讲：你们俩人平
时那么省，到了孩子开学，拿一大把钱给孩子
交学费，心不心疼？上完大学找不到好工作，
还不是要出去打工，还不如早点出去打工。”

后来，她靠自己的努力大大改善了家人
的生活条件，也用亲身经历向乡里乡亲们证
明：读书绝非无用，知识真的可以改变命运；

想从根儿上脱贫，不能完全依赖帮扶，还要拼
教育。

这几年，她欣喜地发现，“再回老家，听到

的声音是：还是上学好，你看那谁谁家闺女，现
在工作多好，父母也不枉辛苦那么多年。”更令
她开心的是，村里的人不再一味地盯着谁家的
孩子打工带回来的钱多，而是开始比较谁家孩
子学习好，考上了重点高中——走出山村的
她，成了更多孩子走出去接受教育的动力。

她很自豪：“即使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
人，也能有那么一个地方闪闪发亮，去照亮和
影响更多的人。”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网友中，有不少人是
“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全村的希望”。他们
离开故土，站在更远的地方、更清晰地审视着
家乡。他们向“读书无用论”“重男轻女”之类
绊住农村发展步伐的痼疾宣战，劝人读书、资

助学童，通过各种形式，把自己变成一道为他
人点燃希望的微光。

对于网友“宁薄”来说，离开是为了带着本
事回来。在这则提问下的 453 个回答中，他的
答案可能是最短的，只有 40 多个字——“大家
写的答案都好长，评论都好多，我比较简单，大
学毕业一年后我是直接考‘三支一扶’，回老家
扶贫了。”答案简单，有网友对他的回复更简
单，只有 6 个字：“真的很佩服你。”

像“宁薄”一样自愿回到农村、反哺家乡的年
轻人还有很多，他们的选择同样让人佩服——

网友“空青”毕业后只身到深圳闯荡，从运
营到主播，她几乎把与电子商务相关的行当干
了一圈。但最后，她决定回到山西老家，把村里
特产的葡萄、醋和土豆粉搬到网上销售，让这
些多年来一直被外人低价收购的好东西，真正
成为乡亲增收的“摇钱树”。她想告诉习惯了
“靠这靠那”的村民们，“靠自己也能干成事”。

网友“吕不同”的家乡已被划为“地质陷落
区”，可能过不了多久，这片他熟悉的土地就会
消失。为了保存有关故乡的记忆，爱好写作的他
选择留下来，做一个记录者，也做一个守护者。

2020 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在今
年的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了他心中难
解的情结，“我们这代人有一份情结，扶一把
老百姓特别是农民。”而这些年轻网友留下的
答案，足以证明，扶一把农民、帮一把乡亲，是
刻在中国人基因里、代代传承不息的情结。

在这份情结的驱动下，彻底告别贫穷，
“挑着金扁担”劳作在希望田野上的美好图
景，已经不远了。 （本报评论员雷琨）

▲▲扫描二维码，
关注“新华每日电讯”微
信公众号，浏览更多《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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