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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
青年报》报道，
“老师，我要怎么
选课？”“我这次
考试成绩不好怎
么办？”“我遇到

了人际交往困惑怎么办？”……这些
高频的事务性咨询，曾是高校辅导
员肩上沉重的担子。如今，多所高
校上线AI辅导员，学生们只需动动
手指，就能得到迅速的解答——它
们24小时在线，被辅导员们称为
“电子同事”。 （作者：王铎）

AI辅导员“上岗”

安庆市按照“建大、并中、减小”
原则，实施农村供水保障工程，构建
城乡供水一体化、区域供水规模化、
小型供水工程规范化格局。今年全
市计划建设农村供水工程580处，
提升164万人的供水保障水平。

（《安庆晚报》6月27日）
行走在宜城的田野乡间，天蓝

地绿，清澈的小溪顺流而下；一大批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相继实施，
一根根自来水管通往千家万户、一
涓涓清泉“润”了百姓暖了人心……
大家用心用情用力，正在努力答优
农村饮水“民生卷”。

政府作为核心答卷人，当然要
“主答”农村放心饮水“民生卷”。从
农村放心饮水工程顶层设计到出台

相关制度规划，从水源保护区红线
划定到农村供水工程组织设施，从
建立水质监测网络到保护饮用水常
态化执法……都要统筹好水利、生
态环境、卫健等“答卷核心团队”，明
确责任分工，牢牢把控住答卷要点，
确保答卷方向不偏、答案科学精准。

社会各界作为精准补位的助攻
力量，对农村放心饮水“民生卷”要
同题共答。水务运营企业负责设施
运维，要引入智慧水表、远程监控等
技术，用技术管运营；环保科技企业
要大力研发并提供污水处理设备，
解决农村分散式供水难题；各志愿
者团队要走村入户，开展“用水安
全”科普讲座，填补政府服务盲区；
行业协会要制定地方供水管理标
准，为政府决策提供技术支撑……
大家一起努力，让农村放心饮水“民
生卷”从“基础分”向“高分值”进阶。

广大农民朋友既是农村放心饮

水工程的受益者，也是守护者，要积
极参与农村放心饮水这张“民生卷”
答卷工作。大力支持农村饮水工程
建设，当水网工程从自家地或者院
落通过时，须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
处理，不能因自己小利益受损阻挠
饮水工程施工；主动参与饮水工程
建设监督，确保工程质量；树立“吃
水花钱”的观念，积极配合水费收缴
制度执行；及时反馈水质异常、设备
故障等问题，以“末梢感知”推动服
务优化，努力实现“被动用水”向“主
动护水”转变。

民生无小事，饮水大如天。农
村放心用水这份民生答卷，不仅承
载着千家万户的幸福期盼，更关乎
着乡村振兴的长远根基。唯有政
府、社会和农民群众勠力同心、握指
成拳，方能用心答好这张惠及民生
的时代考卷，让汩汩清泉永续滋养
沃野，托起农民朋友稳稳的幸福。

答优农村放心饮水“民生卷”
艾才国

近年来，岳西县依托资源优势，
推进农业现代化转型，聚焦智慧农
业，强化科技赋能，建设蔬菜大棚，
引入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精准调
控种植环境，搭配新品种与科学种
植，实现农产品的错季生产与供应，
有力带动群众就业增收，为乡村振
兴注入新动力。

（《安庆晚报》6月26日）
现代信息社会，大数据、人工智

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得到广泛应
用。于农业发展而言，智慧农业是
大趋势、大方向，而且大有可为。近
几年，安庆通过政策研发、装备升
级、科技助力，传统农业正朝着智慧
农业大步迈进，农民搭上了致富增
收的科技快车。

“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深
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
展绿色农业。”习近平总书记为智慧
农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对安庆来
讲，要更加注重科技和装备在农业
领域的应用与赋能，为智慧农业发
展配备强有力的“引擎”。让农业装
备“硬起来”，既要借鉴他山之石引
导农民积极主动投，也要运用专项
补贴鼓励农民大胆投，还要通过技
术指导帮助农民科学投，让无人机、
农村千兆光网、一体化农情监测系
统、遥感高光谱数据处理等新装备、
新农机、新技术大行其道，推动农业
生产更加智能化、网络化、绿色化。

打造智慧农业发展高地，“软服
务”至关重要，这已经成为安庆绕不
过的现实课题。一方面要构建科研
服务体系，把实验室搬到地头，将论
文写在田间，加强科研攻关，破解技
术短板，健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
创新链条，帮助农民打通科技创新
的“最后一米”。另一方面，要完善
信息服务体系，利用大数据、云计
算、物联网等技术，搭建“云端”信息
平台，强化产销供给预警，全面提升
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管理高效
化、服务便捷化水平。

在数字化的时代浪潮中，发展
智慧农业需要培育更多的新型职业
农民。从安庆的实践来看，这几年
立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通过科技
特派员下乡、农民夜校培训等途径，
积极教授农民新理念、新知识、新技
能，使其对手机APP、远程操控等先
进技术学得会、用得上。在此基础
上，还要积极引进专业人才，强化专
项培训，共同迎接智慧农业的春天。

智慧农业发展天地宽，这亦是
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只要
坚持科技赋能、装备助力，软硬兼
施、内外兼修，就能稳住“粮袋子”、
鼓起“钱袋子”，为农业强、农村美、
农民富注入新活力。

打造智慧农业发展

高地要软硬兼施
徐剑锋

日前，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
局对某包子铺“25元起购”开出整
改通知。羊肉串“6串起售”、奶茶
“2杯起购”……经常在餐馆吃饭的
消费者，大都遇到过商家的起售门
槛。（《中国消费者报》6月26日）

眼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大
幅提升，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到餐
饮消费场所购买各种食品、饮品。
然而，餐饮浪费却是一种普遍现
象。据了解，导致餐饮浪费的主要
根源之一竟然是“起售门槛”。一些
消费者为了达到餐饮商家设定的

“起售门槛”，不得不多点餐，结果致
使“吃一半扔一半”的现象较为普
遍，成为餐饮浪费的重灾区。

据报道，目前由于“起售门槛”
没有统一标准，因而“起售门槛”完
全由餐饮商家说了算，比如包子“25

元起购”、羊肉串“6 串起售”、奶茶
“2 杯起购”……可以说，“起售门
槛”的无序设定，受损的是消费者，
浪费的是餐饮食品。

笔者以为，防范“起售门槛”成为
餐饮浪费的推手，还需多方发力。首
先，餐饮商家要发力。餐饮商家除了
要在食品、饮品的品牌、质量等方面
下足功夫之外，还应恰到好处地设定
好“起售门槛”，让消费者做到按需适
量点餐，避免餐饮浪费。

其次，行业组织要发力。相关餐
饮行业要尽快制定“起售门槛”的设定
标准，让餐饮商家有“标”可依，对“标”
定价，切忌各家各“标”，各家各“价”，
无序定价，既给消费者增加消费负担，
又给餐饮食品造成严重浪费。

其三，执法部门也要发力。相
关执法部门应严格按照反食品浪费

法的相关规定，既要对消费者的食
品浪费行为进行相应的处罚，又要
对餐饮商家设定过高的“起售门槛”
行为进行必要的规制，通过“处罚+
规制”的方式倒逼消费者和餐饮商
家共同遏制餐饮浪费。

此外，消费者要发力。消费者在
餐饮场所消费时，一旦发现餐饮商家
设定的“起售门槛”过高，应学会坚决
说“不”，不妨通过给差评、换一家消
费等方式，让商家因消费者差评多而
无人问津，最终失去消费市场，倒逼
商家合理设定“起售门槛”。

我们相信，只要餐饮商家、行业
组织、执法部门，包括消费者，形成
联动、协同发力，就一定能防范“起
售门槛”成为餐饮浪费的推手，从而
有效遏制餐饮浪费行为，形成节俭
的餐饮“新食尚”。

别让“起售门槛”成为餐饮浪费的推手
井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