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醉驾入刑”已经十年了。十
年来，我市机动车保有量和驾驶员数量都
在不断增长。曾经猛于虎的酒驾和醉驾，
受制于法律的缰绳，发生了有喜有忧的新
变化。（《安庆晚报》5月19日）

近些年，由于相关部门对涉酒驾驶打
击力度的加大，我们的出行相对安全多
了。据报道，排查百辆车，涉酒驾驶现象
仅为个例。这是好的一面，说明治理见了
成效。但令人遗憾的是，某些人为躲避排
查，零点后涉酒驾驶现象有所增加。这种
有喜有忧的局面，也从一个侧面提醒我
们，涉酒驾驶难绝，哪怕仅是个例，打击
力度不能有丝毫放松，还须在现实中根据
新的情况与实际，采取必要的措施，调整
治理策略，让涉酒驾驶无处抬头，营造更
加安全的出行环境。

涉酒驾驶难绝，主要不是意识问题，
而是心理问题。人人都知涉酒驾驶的危
害，但到了关键时刻却又将这种意识抛置
一边，为何？侥幸心理的作祟，导致了酒
驾的不绝，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为道路
交通安全埋下了一个个隐患。

一个人如果眼里没有规则,遇事总是
心怀侥幸，想的只是如何在违规中逃避
可能出现的风险,一旦得逞，便心生欣
喜，庆幸之时加深了自己的侥幸心理，
使得侥幸心理得以固化，并成为一种顽
疾。而现实生活一再告诉我们：侥幸可
能幸于一时，但不可能长久。也就是说
某事上在某个时段，你侥幸成功，但并
不等于下一次你仍能如此有着幸运，
说不定某种危险正在前面等候着，让自
己因侥幸成为自己行为的受害者。因
此，侥幸心理要不得，当侥幸爬上心头
时，须要以理智心态与规则意识打消
它，不能让它害人害己，做到平安与
幸福常伴随。

醉驾入刑十年，有成绩，有不足。面
对涉酒驾驶出现的新变化，既要加大治理
与打击力度，不松劲中实现治理常态化，
但首要的还是要在铁腕治理中，让个体树
立规则意识，破除那种要不得的侥幸心
理，如此才能真正远离涉酒驾驶。

立规则意识破侥幸心理

远离涉酒驾驶

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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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
今年，我市计划培训新型职业农
民4910人，其中经营管理型2900
人、专业生产型 800 人、技能服
务型1210人。（《安庆晚报》5月
17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好，推进
脱贫攻坚也罢，关键在人，人才是
支撑。我市创新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的做法值得借鉴。

如今安庆的农业发展已经今
非 昔 比 ， 正 朝 着 规 模 化 、 机 械
化、现代化方向大步迈进。与传
统农民相比，新型职业农民作为
一种职业，不仅可以自由流动，
具有相应的开放性，更重要的是
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善管

理，这是现代农业发展必不可少
的。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培育造
就更多的新型职业农民，才能推
动农村人口综合素质、生产技能
和经营能力稳步提升，让农业成
为有奔头的产业，使农民成为体
面的职业人。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关键要靠
“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大力发展
职业教育，通过“订单式培养”、委
托培养等模式推动校企合作、产教
融合，广泛开展集学历化、专业
化、职业化于一体的综合教育，培
养出更多更优的高素质人才，从而
适应农村经济转型升级对多层次、
多类型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要紧
盯农村内部“挖潜”，通过农民夜

校、田间学校等途径，因人而异、
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地对农民进行
再教育，同时发挥“传、帮、带”
作用，放大示范、引领、辐射效
应，帮助更多的新型农民搭上“互
联网+”的快车，形成完善的职业
农民培养体系，不断适应新时代农
业发展的需求。

“三农”人才难得，培育并留
住、发挥好这些职业农民的作用，
需要创造一流的职业发展环境。
当下而言，既要在学费减免、产
业扶持、土地流转、金融、保险
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还应完善
农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
和职业农民注册、职称认定、信
息档案登记等制度，更要在健全综

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上下功夫，把
全社会支农助农兴农的力量汇聚起
来，这样才能让新型职业农民的队
伍更加庞大，并孵化出更多高素质
的职业精英。

新农民，新农村，新希望。安
庆现代农业发展正日益焕发出新的
生机和活力，让新型职业农民耕耘
在希望的田野上，既靠政府好政
策，更要农民加油干，这样才能推
动安庆农业现代化之路越走越宽
广，奋力谱写新时代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的新篇章。

让新型职业农民谱写新篇章
徐剑锋

5月7日，在集贤南路工作
的马女士反映，在她工作地点
附近的路段有2处电缆通道盖
板破损，大概有一个月了，未
见更换，请给予关注。记者核
实后将情况告知供电部门，5
月 9日上午，记者再次来到现
场，看到破损处已经换成崭新
的盖板。（《安庆晚报》 5 月
18日）

应该肯定，供电部门接到
媒体的情况反映后，不推诿不
扯皮，立行立改，迅速安排对
破损的电缆通道盖板进行了换
新 ， 整 改 速 度 之 快 、 效 果 之
好，让人叹服。但细细想来，2
处 电 缆 通 道 盖 板 破 损 一 月 有
余，平时的巡视检查愣是没被
发 现 ， 直 等 到 市 民 到 媒 体 反
映，在媒体的干预下，问题才
彻底解决，这管理中的“慢半
拍”，多少让人觉得有点遗憾。

城市管理中的“慢半拍”
现象还有不少：市文化广场一

段道路积水严重，非等到市民
投诉才疏通；迎江区吾悦华府
小区中间道路与新河东路交叉
口附近一处自来水水管破裂，
形成大片积水，非得等到记者
介入才修复……可别小看了这
多个城市管理中的“慢半拍”，
资源在“慢半拍”中造成了浪
费，安全在“慢半拍”中形成
了 隐 患 ， 服 务 质 量 在 “ 慢 半
拍 ” 中 打 了 折 扣 ……“ 慢 半
拍”甚至影响了行业、部门形
象 ， 拉 低 了 群 众 “ 三 感 ” 指
数，弊端多多。

表面来看，“慢半拍”虽然
只是城市管理中的工作滞后、
被动，但背后却暴露出不少问
题：一方面，反映出部门、行
业对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水平还
不够高，比如，尚没有充分利
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高科技手段在数据收集、趋
势 预 测 、 动 态 跟 踪 、 实 时 监
控、资源调度等方面的优势，

智能化支持城市管理的层次还
较低；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为
民服务的责任担当和工作作风
尚存欠缺。如果没有“情为民
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
谋”的执政情怀，“主动靠前服
务”的责任担当，是很难杜绝
这城市管理中的“慢半拍”的。

城市管理“提前一步”更
贴心。期待城市管理都来摒弃

“慢半拍”，不妨都“提前一
步”，唯有变“被动服务”为

“主动服务”，坚持抓早、抓
小、抓细、抓实，立足自我主
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思考更
用心、服务更贴心、工作更主
动，才能交出城市管理服务的
优秀“答卷”，群众的“幸福
感”“满意感”“获得感”才会
越来越高。

城市管理容不得“慢半拍”
艾才国

据 5 月 24
日新华网报道，
一个全新的网络
词火了，那就是
“网购式尽孝”，
调查显示：60

岁以上老人中，62.82%是独居或
与老伴一起生活，与子女生活的仅
占32.54%。正是因子女陪伴缺失
导致的“空巢老人”群体增长，才
催生出了网购尽孝心的模式。“网
购式尽孝”你怎么看？

（作者：王铎）

网购式尽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