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观点2023年5月15日 星期一
责编 / 崔淑静 美编 / 张锦萍 校对 / 肖淑丽 李丽

□ 张颖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铁塔商圈夜市的浪漫在
灯光亮起的一瞬间，如约而至。

进入 5 月，随着气温升高，聊城的“夜经济”也
逐渐升温。特别是热闹非凡的铁塔商圈，570 米的
城市连廊，不仅解放了城市空间，更活化了商业业
态，刺激了夜间消费，吸引了一大批市民游客前来
休闲娱乐。红火的“夜经济”、升腾的“烟火气”，给
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体验感，让人沉浸式体验
一场时尚潮流和烟火气兼具的夜生活嘉年华。

消费是经济生活最生动的晴雨表，也是经济增
长的第一动力。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
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依托现有的资
源优势，精心打造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的夜间经济
商圈，让市民愿意消费、有地方消费，让“夜经济”叠
加“夜文化”，培育壮大夜间消费市场，为城市增添

“烟火气”，为发展注入更多活力与动力。
城市的夜晚“亮”了、人气“聚”了、商圈“火”

了。霓虹闪烁的“夜经济”，拓展了经济活动空间、
扩大了产品服务供给，成为人们生活日益丰富的缩
影，也激发了城市消费新活力。

值得注意的是，“夜经济”不止于夜市小吃摊上
的舌尖美味，也包括参与体验中的舒心便利和文化
滋养后的余韵悠长。为了让“夜经济”的热度延续，
有关部门应认真研究消费人群的消费喜好和期待，
不断创新消费场景和产品供给，逐步摆脱以往的单
一服务业态，延伸到消费的各个环节和领域，因地
制宜推出具有本地特色的专属夜间消费模式，更好
满足人们多元化、多层级和品质化的夜间消费需
求。

为提升市民游客夜间消费的便利度和活跃度，
还要科学规划空间布局，加强规范管理，建立健全
配套设施和服务，吸引越来越多的项目、企业等优
势资源加入进来。同时，着力解决夜市周边交通拥
堵、噪声污染、公共安全等问题，为消费者创造出更
高品质、更具差异化的夜间消费场景，让聊城的夜
晚越夜越美丽，让“夜经济”更好地激发全民消费新
活力。

让“夜经济”激发消费新活力
诚信，即诚实守信。诚实，就是真实无欺，既不自欺也不

欺人；守信，就是重诺言、讲信誉、守信用。诚信是一种美德、
一种品质，为中华民族世代所信奉，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
塑造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诚信是为人处世之本，是为人之
德的核心，不仅本身是一种道德操守，也是培育其他道德品质
的基础。

诚的本义是真实无妄或诚实无欺。孟子说：“诚者，天之
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意思是说，诚是天的运行法则，人就
应当效法天道真实无妄的品德，人们尊重天道，顺应天道，按照
人的本性去生活，使天然的德性化为人的自觉行为。所谓信，
即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坚守诺言，就是要求人们不管处于何种
地位、从事何种职业，都必须严格履行自身的职责和社会义务，
使其言行与之符合。信被奉为治国、用人、交友、修身的道德准
则之一。孔子反复教导弟子要“谨而信”“笃信好学”“敬事而
信”“言必信，行必果”。传统诚信大致有这样几层含义：一是言
而有信，说话算数，特别是要说到做到；二是守约，作过的承诺，
一定要兑现；三是表里一致，不自欺，不欺人，内心纯正；四是不
忘旧，牢记过去的承诺；五是信守诺言，不朝三暮四。

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强。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是做人之本，是立身处世之道。千百年来，人们讲求诚
信，推崇诚信。诚信之风早已融入我们民族文化的血液，成为
文化基因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诚信美德历久弥新，社会的发展赋予了诚信新的内容和
要求：作为职业人，要敬业尽责，增强事业意识和责任意识，积
极主动、精益求精，出色地完成本职工作；作为市场经济的主
体，要重合同、重信誉，以信立业，平等竞争，童叟无欺。

历经时代的变迁，诚信美德由传统走向现代，不仅传承着
以往的基本道德要求，也蕴含着当下的时代精神，通过规约个
人行为，促进着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彰显着独特的道德力
量。 （选自《中华传统美德教育读本》，部分文字有改动）

论诚信

□ 鞠圣娇

最近，一些幼儿园召集家长商讨幼小衔接事宜，有些躺平
的家长开始担心孩子以后跟不上，有些早就“卷”起来的家长
暗自庆幸孩子已经掌握了小学内容，还有的家长忙着打听是
否要给孩子恶补，以顺利实现幼小衔接。

这背后，反映出家长无处安放的教育焦虑。诸如“幼小衔
接做不好，孩子难过6年”“幼小衔接影响孩子一生”等言论，
进一步加重了家长的焦虑。还有的幼儿园无视教育部禁止学
前教育小学化的规定，迎合家长的需求，甚至从中班就开始教
孩子写字、算数。

搞不好幼小衔接，会影响孩子一生吗？显然不是。漫漫
人生路，幼小衔接不过是其中很小的一件事，不应该被过分夸
大。关注孩子的学习是人之常情，但提前学习小学各学科知
识，看似让孩子赢在了起跑线上，实则是忽视儿童成长规律的

“揠苗助长”。
孩子的成长，不只有学习成绩这一件事，家长要做的，也

不仅仅是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如果只在乎孩子的学习成
绩，忽视了孩子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能力、处事能力、独立解决
问题等能力的培养，其实是一种本末倒置。

育儿先育己，孩子成长，家长也应该不断进步。现实中，
很多家长不愿意学习、思考，把孩子的成长托付给其他人，小
时候给孩子报个早教班、长大了把孩子塞进兴趣班，美其名曰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有的家长督促孩子学习，自己却
一直看电视、玩手机，还埋怨孩子不专注；还有的家长，被商家
营造的焦虑气氛感染，甚至失去了简单的判断力，花大价钱给
孩子购置助学类电子产品，却不肯坐下来跟孩子谈谈心。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环境，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想要孩子好好学习，家长应该以身作则、放下手机；应该
做陪伴孩子的有心人，用心体会孩子成长的点滴。

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学会让孩子“慢下来”，思考如何让孩
子在人生中一直保持对待学习的热情和对生活的好奇心。就
像完成一次马拉松比赛，运动员们靠的是韧劲和坚持，靠的是
合理分配体能，而不是起跑时的冲刺。

卸下焦虑
让孩子“慢下来”

□ 赵鹏

“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一首
《小小花园》儿歌刷爆网络，以桃子老师、黄老师
为代表的幼师迅速走红。不过随着人气的蹿
升，质疑声以及相关的是非也随之而来，进而引
起部分网友的过度解读和引战，甚至对当事人
进行人身攻击。

“按键”亦能伤人。“五一”假期还发生了“祖
孙平移插队”事件、“高铁掌掴”事件，一些“键盘
侠”躲在网名、头像后面，人肉、谩骂，绘制侮辱
性表情包，给当事人造成恶劣影响。但是，键盘
下所谓的道德审判，往往只是管中窥豹、肆意猜

测，甚至为了蹭热点、蹭流量，造谣诽谤，恶意带
节奏。

恶语伤人六月寒。网络绝不是法外之地，
网络的匿名性也绝非不法分子的“挡箭牌”。近
年来，国家相关部门持续开展“净网”“清朗”系
列专项行动，依法管网治网取得明显成效。但
维护网络清朗，更需全社会共担、共治。

作为新时代的网民，在面对参差不齐的网
络信息时，切忌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跟风起
哄。拒绝网络暴力，不戴着面具对无辜者宣泄
情绪，不被群体情绪裹挟，不抱法不责众心理

“按键伤人”。做理性而负责任的“吃瓜群众”，
既是保护他人，也是保护自己。

向网络暴力说“不”

漫画：侯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