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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市民生办获悉，今年我市
实施50项民生实事，从促进就业、社
会保障、困难群体救助、教育惠民、卫
生健康、环境保护、交通出行、文体服
务、城乡建设、公共安全等十个方面，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安庆晚报》10月11日）

民有所求，我有所为。我市始终
把民生事业发展摆在突出位置，坚持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今年实施
的50项民生实事，都是事关群众安危
冷暖的揪心事、烦心事、操心事，持续
补齐的是民生领域短板、促进的是社
会公平正义，不断“加码”的是幸福安
庆建设，带给群众“稳稳的幸福”。

“老百姓的事，要实实在在干，干
一件是一件，干一件成一件。”50 项
民生实事千头万绪，只有下“绣花”之
功，绵绵用力、针针扎实，才能办好民
生实事，“加码”幸福安庆。尤其是时
下已进入四季度，距离各项重点民生
实事全年目标完成时限为时不多了，
各级各部门必须进一步树牢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咬定目标不放
松，按照时间节点要求，及时梳理调
度各项实事任务进展，对已经完成的
抓好巩固提升，对尚未完成的加大推
进力度，公示“责任状”和“施工表”晒
责任、亮承诺，采取“定期督导、按月
调度、半年研判、年终评估”方式，把

民生红利切切实实落到实处。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50 项民生

实事，许多部门已经提前完成。但
提前完成，不一定要提前交卷；办好
民生实事，效率很重要，但质量更重
要。要多来几次“回头看”，看哪里
还做得不到位、哪里还存在疏漏缺
失、哪里还可以做得更好……既欢
迎群众来挑刺；又可以请人大代表
来监督；还可以请专业机构来评估，
让政府真金白银的投入，花了钱必
须见实效。

民生改善“没有最好，只有更
好”，这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艰巨
的、复杂的工程，没有终点站，只有连

续不断的新起点。在今年民生实事
工程即将圆满收官之时，更需坚持群
众导向、需求导向、问题导向，把人民
的安居之盼、乐业之需、舒适之愿作
为民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
谋划好下一年度的民生实事工程，不
断回应“槽点”、纾解“痛点”、打通“堵
点”，持续将一张张民生“规划图”变
成“实景图”，确保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
更有保障。

办好民生实事“加码”幸福安庆
艾才国

据10月 12
日《南方日报》报
道，某医院急诊
科单月接诊了
1700多名18到
25 岁之间的年

轻人，其中多为外伤、腹痛、胸闷。
短视频平台上，“脆皮大学生”被网
友热议：“伸个懒腰，脖子断了”“刷
短视频憋笑，鼻动脉笑裂”……看似
玩笑，却引发广泛共鸣。说到底，不
少大学生之所以体质脆弱，还真是
自己“浪”出来的。初入高校，无人
约束；生活费到手，今晚火锅烧烤，
日后炸鸡外卖；体测混一混，游戏显
威风，平时熬夜刷剧，期末挑灯夜战
……长此以往，哪怕是中学期间锻
炼打下了“好底子”，步入大学后也
迟早挥霍一空。 （作者：王铎）

“脆皮大学生”

记者10月9日从市农业农村
局获悉，当下安庆各地正强化农资
市场监管，整顿规范农资市场，确
保秋季农业生产安全有序。

（《安庆晚报》10月10日）
农资是农业生产中重要的生

产资料，它的优劣不仅关乎着农业
的产量，也决定了农民的收入。因
此，加强农资市场监管，把该管的
农资管好，让农民在选购与使用上
既能安心，又能放心。

而相反，如果农资市场混乱，
市场上充斥着劣质农资，尤其是
种子，那么毫无疑问，必将深刻地
影响农田的产出，影响农民的收
入，甚至有可能会使农民的辛勤
劳动与付出的汗水打了水漂。一
旦出现这种情况，再来查处多半
为时已晚，效果会打折扣。因为
这时再怎么严厉的查处与处罚，
都属于事后干预，无法挽回所遭
受的损失。

农业生产是个季节性的活，从
秋种到夏收，其过程相对漫长。在
这过程中，劣质农资所带来的危害
必将是深远长久的。而让人有些
遗憾的是，劣质农资伤农事件时有
发生，有的是减产，更有的是颗粒无
收。不论哪种情况都严重地挫伤
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积极
性，对稳定农业产生了极为严重的
负面后果。

劣质农资流入市场、流入农田，
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基本国策的动
摇，所造成的农业欠收，对于我们这
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来说，无异
于灾难。基于此，在加强农资市场
管理上手段必须严格再严格，管理
部门既要深入市场，加强对监管对
象的管理，对于监管中发现的问题，
要及时公开处理，让人人知晓，在执
行处罚上，不妨按照法规条例能顶
格处理的，决不留情与手软，提高不
法者的违法成本，增大执法现实威
慑力。同时也有必要结合实际案
例加强宣传，让守法守规经营成为
人们共同遵守的基本市场准则。

别让劣质农资
伤农害农

未一平

“阳光跑很有趣，我非常喜欢，
现在只要有空我就来操场跑步。”10
月10日下午，迎江区健康路小学港
青路校区五年级学生卓亿鑫说，他
每次绕着操场跑完步，都会来到阳
光跑大屏幕前查看自己的跑步里程
数排名，希望能跑到第一名。

（《安庆晚报》10月12日）
在数字化时代，技术已经渗透到

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和
体育领域。小学引入智慧操场是一
种创新。学生不再需要穿戴任何智
能设备，只要到操场，就可以开始运
动。在跑步过程中，无感人脸识别技
术会捕捉学生的跑步数据，包括总里
程、时间和配速，然后将这些数据实
时显示在操场大屏幕上的排行榜
上。比赛排名榜激发了学生的运动
热情，使他们更积极地参与锻炼。

这一创新推动了数据驱动的体
育教学。通过这些智慧体育设备，学
校能够累积大量的学生运动数据。
这些数据对于监测学生的体质、评估

他们的锻炼效果以及制定个性化的
锻炼计划都非常有帮助。体育老师
和学校管理层可以从后台数据中详
细了解学生的体育表现，从而更好地
调整体育教学和锻炼计划，使体育教
育更加科学化，也有助于学生在锻炼
方面获得更好的支持和指导。

现代社会，学生面临着肥胖、缺
乏锻炼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等问
题。通过将技术与体育教育相结
合，学校可以更好地向学生传授健
康知识和生活方式。学生可以通过
智慧体育设备了解到自己的运动表
现，这将有助于培养他们对健康的
意识和兴趣。他们会逐渐明白，积
极的生活方式和体育锻炼对于维护
身体健康至关重要。

这一创新不仅仅是学生体育活
动的改进，也是教育改革的一部
分。它体现了教育界对于采用现代
技术的迫切需求，以提供更具吸引
力和有益的学习体验。在数字时
代，学生对于信息和互动性的需求

不断增长，传统的体育教学模式已
经不再适用。通过将智慧技术引入
体育教育，学校不仅能够满足学生
的需求，还能够提高体育教学的效
率和质量。

通过智慧体育设备的引入，学校
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运动机会，激发
了他们的兴趣，提高了体育教学的质
量，培养了综合素质，促进了健康教
育。通过这一举措，我们可以看到技
术如何在教育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为
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和锻炼体验。
这对于未来的教育改革有着积极的
启发作用，期待看到更多类似的创新
在教育领域的推广和发展。因此，这
一创新不仅仅是一项体育项目，更是
教育改革的一部分，为学生提供了更
多的机会和更好的支持，以培养他们
成为更加全面发展的个体。

智慧体育设备引领学生运动革命
孙维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