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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逢母亲节，又是一个繁花盛开、

馨香四溢的五月。

不管是近日全国妇联推出“我给

妈妈送束花”公益传播活动，为 10000

个家庭定制妈妈专属鲜花和祝福；还

是 社 区 街 道 开 展 主 题 活 动 ，通 过 插

花、制作蛋糕等形式感恩母爱；亦或

是 各 地 学 校 组 织 学 生 通 过 手 工 、书

信、贺卡等形式献礼母亲……人们用

言语和行动表达对母亲的美好祝愿和

感恩之情。

母亲是每个人最早的老师，她教

的不仅仅是生活技能，更多的是做人

的道理。孟母“断机杼”引导孟子持之

以恒；欧母“以荻画地”培养欧阳修勤

学之品质；陶母“封坛退鲊”教会陶侃

清白做人、廉洁为官；岳母刺字“精忠

报国”成就岳飞坚守信仰……岁月悠

长，母爱如草木芳香萦回，在潜移默化

中浸染孩子，影响社会。

母亲对于家庭是重要的情感纽

带，更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她们赋予孩子成长动力；

为小家无私奉献，充盈爱的温暖；为邻

里增添融融和气，共沐和谐新风；为社

会撑起“半边天”，贡献进步的力量。

时至今日，母爱有了新的精神内

涵。养育不同民族十个孤儿的“传奇

母亲”阿尼帕·阿力马洪；提灯照亮上

千名大山女孩求学路的“校长妈妈”张

桂梅；面对从十楼坠落的幼童，奋不顾

身伸出双臂的“英雄妈妈”吴菊萍……

她们诠释着“母亲”的大爱，如苍穹般

包容辽阔、像大地那样坦荡沉静。

致敬，母亲的无私。感恩，母亲的

奉献。

近日，安徽淮北某小学向家长发

放一份调查问卷，其中 600 元左右一双

的“防攀比鞋”引起争议。学校方面称

“家长可以如实填写意见”，当地教育

主管部门也表示：“问卷在部分班级

发放，并非要求购买，目前已停用该

问卷。”

攀比是一种复杂的消费心理，往

往伴随自卑、从众、焦虑等心理问题。

它常常找上青春期的少年，正是因为

他们尚未形成稳定、成体系的价值观

念，需要教育者适度干预。若仍处于

征求意见阶段，学校的做法倒也并非

不能理解。但防治校园攀比绝不是发

发问卷、买几双鞋就能解决的，家长的

疑虑很能说明问题。

单从问卷的内容和结构来看，与

社会调查遵循的原则相去甚远。比

如，统一买鞋这件事有利有弊，需要从

多个维度展开分析，问卷却先让家长

判断“支不支持”再谈原因，恐难以充

分反映问题。再比如，“支持”部分将

理由杂糅成一条——“既能够消除学

生攀比（心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又

有利于学生足部健康”，有过度引导的

嫌疑，而“反对”部分涉及最为关键的

费用、效果、配套措施却表述模糊，家

长无法通过问卷表达具体需求。更不

必说问卷中未注明单选多选，还有影

响阅读的错别字，等等，看起来不专业

且不真诚，倒像是走走过场。

而问卷中提到的 600 元一双的价

格，则是家长们质疑的焦点。结合生

活常识可知，这个价格可以买到市面

上绝大多数知名品牌的新款运动鞋，

集中采购理应更加便宜，中间是否存

在“吃回扣”“假竞标”等灰色地带？家

长无从知晓。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

600 元的价格并非多数家庭可以承受

的，许多人一辈子都没有穿过如此昂

贵的鞋子。用高价防攀比本就匪夷所

思。但换位思考，若是勾选“价格过

高”，并经由孩子之手交回，在本就有

攀比心理的人看来，或许又落入了“自

证陷阱”。

从强制穿校服，到禁戴名贵首饰，

再到统一购买“防攀比鞋”，确实能看

到各校的良苦用心。但深入思考，孩

子们选择在鞋上攀比，只是因为原有

的攀比方式被取缔了。若仅做规定而

不加强教育引导，最终仍是治标不治

本。况且校服丑、校服贵、质量差等问

题仍存争议，因校服带来的违规收费

现象偶有发生，如今又提“统一买鞋”

无非是换种形式平添负担，不要说家

长不支持，学生们恐怕也不会愿意。

单靠“防攀比鞋”防不住真正的攀

比心理，唯有加强引导和教育才能赢

得家长和学生的共同认可。今年5月是

首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

深挖校园攀比现象背后存在的心理误

区，方能从源头化解家长的疑虑。

来源：南方日报

一段时间以来，从

淄博的烧烤到天水的

麻辣烫，从“尔滨”的雪

花到上海的“繁花”，火

爆全网的“顶流”带动

了 文 旅 消 费 新 热 潮 。

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消

费场景融合，文旅消费

实 现 从“ 流 量 ”向“ 留

量”的转化。这背后，

数字消费的助力不可

忽视。

随着在线医疗、智

慧旅游等新业态、新场

景、新模式不断涌现、

逐步发展，数字消费不

仅在需求端改变着人

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

习惯，也在供给端推动

着相关行业的深刻变

革，拓展了消费增长新

空间。这种消费模式，

已成为促消费政策的

重要抓手之一，有助于

推动技术应用创新，促进产业与消

费双升级，对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也

起到重要作用。

从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数字

消费都是关注的重点之一。商务部

不久前印发的《数字商务三年行动

计划（2024—2026 年）》提出，要培育

壮大新型消费。数字消费提升行动

落地实施，打造“4+N”网络消费矩

阵，开展“全国网上年货节”“双品网

购节”“数商兴农庆丰收”“丝路云品

电商节”4 个全国性网络促销活动，

支持各地因地制宜开展系列配套活

动。同时，商务部还将今年定为“消

费促进年”，具体举措之一就是要大

力发展数字消费……一系列扎实举

措印证着“数字”对百姓生活的深刻

改变，也将起到提振消费的积极作

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网

上 零 售 额 为 3.3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2.4%。数字消费成为新增长点，智

能穿戴装备和电子音像制品分别增

长 30.9%和 23.4%。

数字消费领域增长空间广阔，

但依然存在基础设施不足、服务能

力偏弱、监管规范滞后等亟待补齐

的短板弱项。举例来说，2023 年，全

国 12315 平 台 接 收 网 购 投 诉 举 报

1261.1 万 件 ，占 投 诉 举 报 总 量 的

56.1%；又如，适宜老年人和残障人士

使用的智能技术相对欠缺，专用智

能化终端产品仍显不足等。各地区

和有关部门要从更好满足人们多元

化、个性化、品质化的需求入手，立

足区域禀赋、资源优势，在完善基础

设施、促进数实融合、保护消费者权

益等方面努力实践、深入探索。唯

有如此，数字消费才能在拓宽经济

增长空间、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等方

面发挥出更大作用。

来源：经济日报

过去在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

县积石镇尕别列村，彩礼可以高达 30

多万元，高额彩礼埋下的隐患引发了

许多家庭矛盾。通过持续深入开展移

风易俗，现在村民结婚时，彩礼不超

过 10 万元，文明新风吹遍撒拉之乡。

在农村地区，高额彩礼这一不良

风俗，带来了盲目攀比、举债结婚、铺

张浪费等不良社会风气，也在感情和

婚姻中种下祸根，让原本恩爱的情侣

劳燕分飞，让本应和睦的家庭产生嫌

隙，不仅衍生出因婚致贫现象，近年

来甚至引发涉彩礼纠纷恶性案件，已

经从“家事”上升成为社会问题。许

多类似于“名为待字闺中，实为待价

而沽”的诟病，反映着群众对高额彩

礼的厌恶。还有调查显示高额彩礼是

现在年轻人不想结婚的原因之一，可

见高额彩礼对社会的影响已经不容忽

视。让彩礼回归情理，是老百姓的心

声。

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点名

“高额彩礼”问题，传递出党和国家对

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和治理决心。在

青海，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和乡风文明

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村地区的这种不

良风俗得到了有效遏制，但是部分地

区隐患犹存。高额彩礼不仅物化婚

姻 ，也 异 化 风 俗 ，失 去 了 彩 礼 的 本

意。彩礼作为中华传统习俗中的一项

婚姻礼仪，有着悠久的历史，本是代

表男方家庭的诚意和尊重，不能让高

额彩礼乱象暗淡了传统习俗中所追求

的温良、恩爱等伦理美德。

彩礼背后交织着经济、社会等复

杂因素，治理方式不能“一刀切”。民

政、妇联、司法、宣传等相关部门在积

极开展合作，红白理事会、乡贤理事

会等群众组织也在充分发挥作用，以

遵守法律、因地制宜的教育、规劝、批

评、奖惩方式推动婚俗倡导性标准的

执行，倡导婚事新办，遏制天价彩礼，

遏制大操大办，明确规定结婚彩礼、

嫁妆数额、宴席规模、亲友随礼标准，

杜绝或减少名目繁多的红包礼金。我

们还可以进一步深挖青海不同地区依

然存在高额彩礼的深层次原因进而采

取针对性措施，比如性别比例问题，

就可以开展线上相亲活动，比如观念

问题，就可以多进行正确引导、榜样

引领的工作，靶向治疗，还人情以温

情、还民风以淳朴、还乡风以文明。

来源：青海日报

以爱和馨香致敬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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