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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十四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

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

法》。该法将于明年 6

月 1 日起施行。11 日，

教育部就学前教育法

进行系统解读，明确提

出要坚决纠正幼儿园

“小学化”等不规范办

园 行 为 ，引 发 社 会

共鸣。

距 学 前 教 育 法 正

式施行还有半年多的

窗口期。学前教育各

相关方面应充分用好

这段时间，加快健全配

套政策。此外，还有一

项重要工作，就是学前

教育要反思“起跑线”

焦虑。

曾几何时，“不能

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的观念引发了家长的

教育焦虑，也导致幼儿

园“小学化”。但人生

是一场马拉松，盲目地

划定同一条一致的起跑线，只会剥夺

孩子们快乐的童年。

已经有不少现实案例告诉人们，

“超前教育”给孩子创造的“领跑”优势

往往是暂时的假象，“拔苗助长”催生

的现代版“伤仲永”屡屡上演。“抢跑”

的孩子不一定跑得更远，“过度教育”

带来的可能是孩子生理、心理的过载，

厌学情绪的堆积。

作为学前教育的主体，幼儿园的

主要任务是让孩子健康地成长、快乐

地生活。法律为科学保教划出了“禁

区”红线，幼儿园应当在日常管理的各

个环节防止竞争压力、知识“加码”入

侵儿童成长乐园。保教活动应当以

“儿童为本”，幼儿园要坚持以游戏为

基本活动，根据孩子的身心特点提供

丰富多彩的教育方式。

此外，义务教育阶段也应顺势调

整，取消“识字”和“算数”的门槛，杜绝

不合理的入学考试。做到真正的“零

起点”教学，保障每个适龄孩子的平等

受教育权，回归“有教无类”的本真。

教育是一项终生的事业，要立足

长远和未来，加强对孩子的兴趣培养、

品德教育，保障身心健康。

当地时间 11 日至 12 日在巴西圣保

罗举行的“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

坛上，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高

端智库和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联合课

题组撰写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

义》智库报告发布。报告全面深入解

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

新形态所蕴含的独特内涵、伟大实践和

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

新形态彰显出中国努力为破解 21 世纪

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挑战提供方

案与借鉴的责任和担当。当前，世界之

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

的方式展开，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

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必

须回答的、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

题。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深邃思考，中国

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动物质文

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

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

新道路，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信任赤

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开创世界和平

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美好未来贡献

中国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

新 形 态 将 彻 底 改 写 现 代 化 的 世 界 版

图。中国式现代化将让 14 亿多人口整

体迈入现代化，规模将超过现有发达国

家人口的总和，这是人类发展史上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中国为世界现代

化作出的卓越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

新形态为“全球南方”国家实现现代化

提供了全新选择。实现现代化是世界

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是摆在“全球南

方”国家面前的“必答题”。事实表明，

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一些发展中国家

仿照西方模式推进现代化，陷入发展困

境。归根到底，“全球南方”国家实现现

代化，关键是找到符合国情、符合人类

社会发展规律的发展道路。中国通过

自身发展给出了答案，以一条符合本国

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

形态，其所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

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

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

的重大创新，也向世界表明，各国探索

现代化的路径并不唯一，人类文明仍在

不断演进，历史并未终结。

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十字路

口，各国人民面临着多元化的选择。通

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只要找准

正确方向、驰而不息，越来越多的国家

就能实现现代化。事实上，越来越多

国家已经开始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

探寻人类文明更加美好的形态。中国

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人

类文明的璀璨星河中提供了一份光明

的借鉴。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新华社记者 傅琰 秦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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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中，“3 分钟

看完一部电影”“5 分钟炫完一套电视

剧”等短视频现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迅速占领了年轻人的碎片时间。这些

短视频以其快速、直观、易消费的特

点，成为了通勤路上、休息间隙、睡前

一刻的“最佳伴侣”。然而，当我们沉

浸在一个又一个短暂的快乐中时，是

否意识到我们正逐渐失去深度思考和

耐心？

张艺谋导演近日在接受采访时，

呼吁观众走进电影院，亲身体验大屏

幕带来的视听盛宴，而非通过手机快

速浏览电影解说。他的话语不仅是对

电影艺术的坚守，更是对速食电影现

象的深刻反思。速食电影虽然顺应了

快节奏的生活，但却魔改了电影中的

重要情节和主题意思，违背了电影本

身想传达的理念。

电影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通

过影像、音乐、剧情等多种元素，向观

众传达情感、思考和价值观。而速食

电影却将这一艺术表现形式简化为一

种快餐式的消费，将电影中的重要情

节和主题意思进行删减、篡改和歪曲，

以满足观众的快速消费需求。这不仅

剥夺了观众欣赏电影艺术的权利，更

让观众在被动接受中失去了深度思考

和批判性思维。

更为严重的是，速食电影的快速

消费模式正在逐渐改变我们的生活方

式和思考方式。我们似乎习惯了在短

时间内获得快感，却忘记了延迟的满

足感。当信息以碎片化的形式呈现

时，我们往往只是被动接受，而不是主

动思考。长此以往，我们的批判性思

维和创造力可能会逐渐退化，甚至丧

失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们应警惕速食电影的危害，不

要让其成为我们生活的“主食”。电影

是一种艺术，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去

欣赏、去思考。只有当我们真正走进

电影院，亲身体验大屏幕带来的视听

盛宴时，才能真正领略到电影艺术的

魅力所在。我们也应明辨电影精编与

魔改的区别。共同守护独特的电影体

验，让电影艺术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继

续绽放光芒。

快捷时代有利弊，速食电影不可

乱食。在享受快节奏生活的同时，还

应保持对电影艺术的敬畏之心，用心

去感受每一部电影的魅力。只有这

样，才能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找到真正

的快乐和满足。 来源：红网

速食电影：别让快感吞噬你的深度
赵伟多

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把准

改革方向，坚守重大原则，讲求科学方

法。

“始终朝着总目标指引的方向前

进，该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改。”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改革不是改向。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

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

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改革

无论怎么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

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以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

毫动摇。

不该改的不改，体现的是坚强的

政治定力。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推动

党和人民事业更好发展，而不是为了迎

合某种标准或看法。实践证明，一切刻

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

芦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在道路、方

向、立场等重大原则问题上，旗帜要鲜

明，态度要明确，不能有丝毫含糊。

该改的坚决改，展现的是坚定的

改革决心。问题是时代声音，也是改革

所向。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问题，

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只有破除不

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

才能持续释放发展活力。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就是要把该改的、能改的改

好、改到位，看准了就坚定不移抓。

比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

取向，把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的改革放到更加突出位置来抓。

近年来，户籍制度改革、公立医院

改革、城乡养老并轨、加大农村教育投

入、打破“一考定终身”等一系列惠及

民生的改革举措密集出台、落地见效，

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又如，抓好有利于扩大内需、优

化结构、提振信心、保障民生、防范化

解风险的改革举措，坚持用改革开放

这个重要法宝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应

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

经济体制改革具有牵引作用，影

响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

制机制弊端必须在改革中进一步破

除。当前，各地区各部门要着重把各

项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落实到位，通

过改革加快建设统一市场体系，进一

步改善营商环境，不断释放和激发经

济社会发展动力活力。

把握好“该改的”和“不该改的”，

关键是要牢牢把握、始终坚持守正创新

的重大原则。既坚定改革决心和信心，

同时也不能为改而改，不能稀里糊涂地

改。在抓好改革落实中，必须谨防混淆

改革性质内容的“假改革”，杜绝以不能

改为由拖延改革的“不改革”。

改革是要动奶酪的，进入攻坚期

和深水区的改革，触及利益深、攻坚难

度大。党员、干部务须提高政治站位，

增强大局意识，在“该改的”和“不该

改的”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认识，继之

以坚决行动，推动改革部署落地见效，

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立治有体，施治有序”。牢牢把

握改革的领导权和主动权，不能改的坚

决守住，该改的坚决改，继续打硬仗，啃

硬骨头，确保干一件成一件，必能打开

改革发展新天地。 来源：人民日报

“该改的”与“不该改的”
华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