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4月4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伏菊英6 时 评
“ 口 头 汇 报 能 说 清

的 ，不 用 费 时 费 力 制 作

PPT、小视频。”近日，某地

领导干部的发言被频频引

用，引发许多人的共鸣。

作 为 一 种 电 子 演 示

文稿，PPT 有其优势。它

灵活生动，可以连续呈现

文字信息，还可以插入精

美的图片背景、链接动作

和音频视频。然而，它并

非工作中的“万能模板”，

许 多 朋 友 就 尝 过 滥 用 的

苦 ：大 学 生 困 于 课 题 汇

报，形式往往就是 PPT，完

成了作业后还要将其“转

码搬运”，平添工作量；参

加工作后，PPT 成了“职场

奥斯卡”的剧本，项目策

划、工作总结的外观越做

越花哨，却没几个人真正

关心内容质量；当然还有

各级党政机关汇报工作的

流程，若是大事小事都要做 PPT，反而

降低了工作效率。

“干活的不如写 PPT 的，能干的不

如会说的”，过度看重展示汇报的方

式，动辄“PPT 起手”，恰恰陷入了形式

主义的误区。说到底，PPT 做得再漂

亮、再全面，也只是锦上添花，若是占

用过多工作时间，影响到主责主业，更

是得不偿失。无独有偶，今年初，美的

集团《关于简化工作方式的要求》在网

络流传，其中明确提到“内部沟通禁用

PPT”；任正非、马斯克等中外企业家也

都在不同场合表达过“精简管理，少花

些时间在 PPT 上”的态度。可见，无论

是党政机关的日常工作，还是市场竞

争中的企业选择，都旨在摒弃形式主

义，解决更多真问题。

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的“文山

会海”“层层加码”等乱象，也与此相

关。一件口头能说清的小事，非得写

进文件、做成报表、层层分发，基层不

堪其负；本是顺手为之的任务，却要开

个大会、装模作样部署，无意义的“内

卷”难免会变多。“上有所好，下必甚

焉”，有人简单以材料的外观和数量来

衡量下属的工作效果，自然有人将宝

贵的精力用于表面文章。

PPT 在上世纪 80 年代诞生，随着

个人计算机的普及而进化，如今成为

职场人的“必备技能”，材料美化的“得

力干将”，是技术本身“落伍”了吗？那

如果把 PPT 换成更新颖的形式，比如

flash 和 H5，比如记录片和短视频，再比

如最近大热的 AI 智能体，是否就能一

劳永逸解决问题呢？

事实上，这样的争论仍在持续。

DeepSeek 一夜爆火，千行百业纷纷接入

AI 大模型，其中充满融合创新的机遇，

也难免有人浑水摸鱼、盲目跟风。鉴

别形式主义并不在于新旧，而在于是

否脱离客观事实、做无用功，在于有

没有解放思想，真抓实干。运用新形

式后的工作效果如何？基层的压力

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有必要辩证看

待、时时追问，避免执行层面“换汤不

换药”。

“反 PPT 内卷”的最终目的，是要

解决思想作风上的问题。不要忘了，

如今“处处碰壁”的 PPT，曾经也是人们

眼中的新事物，当我们积极拥抱新事

物时，也要力戒形式主义。

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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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诩“务实台独工作者”的赖清

德 ，阻 挠 限 制 两 岸 交 流 无 所 不 用 其

极。最近他抛出所谓“17 项策略”，从

清查台湾民众领用大陆证件、明确岛

内艺人言行查处范围，到针对两岸宗

教、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建立审查制

度，对两岸经贸交流“进行策略性的结

构调整”，杀气腾腾，仿佛恨不得立刻

关闭两岸民众交流往来的大门，再往

门前挡上一排严严实实的路障。

这番疯狂操作，暴露了赖清德和

民进党当局内心深处对两岸交流的恐

惧和仇视。一段时间来，赖清德靠煽

动“反中抗中”、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来蛊惑岛内民众、骗取选举私利；上台

后为掩盖施政无能，又“进化”出运用

公权力打压两岸交流的“新技能”。

2016 年以来，民进党当局频修恶法，粗

暴剥夺台湾民众参与两岸交流合作的

正当权益；豢养网军抹黑大陆、自编自

导“认知战”闹剧；甚至滥用行政和司

法资源，公然迫害主张两岸交流和支

持统一的政党、团体与人士。斑斑劣

迹，罄竹难书。究其原因，无非是害怕

两岸民众走近走亲，让其在岛内精心

构筑的“信息茧房”塌了房，让其大肆

宣扬的“台独”谎言彻底被识穿。

赖清德上台不足一年，就迫不及

待“施展手段”，变本加厉在两岸人员往

来、教育交流、经贸合作等多个领域以

各种方式进行阻挠禁限，大肆制造“寒

蝉效应”。拒不解除“禁团令”，阻挠两

岸客运直航航点航班全面恢复；要求有

关部门全面禁用深度求索（DeepSeek）

大模型，阻挠台湾专业人士参与大陆科

技、文化事业发展；持续对大陆有关团

组和人员赴台参访交流设卡设限，禁止

岛内与 10 所大陆高校交流合作……桩

桩件件、粗暴卑劣行径，充分坐实赖清

德就是两岸交流交往的绊脚石、台海和

平的“麻烦制造者”。

赖清德为一党一己之私“疯狂输

出”，破坏两岸经年累月形成的良性互

动，“回旋镖”终会扎到台湾社会身

上，受损的是台湾企业和民众的利益

福祉。有学者指出，在经贸领域，赖清

德图谋两岸“脱钩断链”，鼓吹对大陆

采取对抗政策，台商正常的投资行为

将受到民进党当局更严苛的审查和限

制，台湾企业的发展将遭到更严重的

掣肘和冲击，最终将伤害台湾经济本

身。由于岛内市场有限，不少台湾年

轻人期待在机遇更为丰富的大陆找到

“用武之地”，赖当局的限制措施无疑

将大大压缩他们来大陆发展的空间。

更遑论侵犯人身权益的多项清查规

定，将让台湾社会陷入人人自危的境

地。正如台湾舆论所言，“17 项策略”

使台湾走向“准戒严”，赖清德的目的

就是让两岸交流进入“大限缩、大倒

退”的境地。

开历史倒车、逆潮流而动，终将

被民意抛弃。经历过 2008 年至 2016

年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繁荣

局面，广大台湾同胞早已深切体认“两

岸关系好，台湾才会好”。据统计，

2024 年，两岸人员往来 440.5 万人次，

同比增长 53.8％；其中，台湾同胞来大

陆 402.3 万人次，同比增长 54.3％。可

见，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

的岛内主流民意不可违背，民进党当

局打压两岸交流的蛮横行径违背台湾

主流民意，阻挡不了两岸同胞走近走

亲的共同愿望。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

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

前村。”两岸交流合作、同胞常来常往

是民心所向。再厚的闸门，都阻不断

两岸血脉相连、文脉相通的天然联结；

再重的路障，都挡不了两岸同胞你来

我往、亲望亲好的真挚情谊。赖清德

费尽心机关门设障，注定徒劳。喊打

喊杀，大搞“绿色恐怖”，必将自食恶

果，遭到可耻的失败。

赖清德开历史倒车必将遭到可耻的失败
新华社记者

坚持“零容忍”，让卫生巾真正“卫生”起来
新华网记者 杨淑馨

卫生巾“废料翻新”问题持续引

发社会关注。公安部近日下发通知，

将对消费领域的假冒伪劣犯罪进行严

厉打击，特别是对涉及老妇幼的伪劣

卫生用品持“零容忍”态度。

媒体曝光的卫生巾“废料翻新”

乱象显示，这些残次品使用了回收材

料，可能携带大量有害物质，极易导致

细菌感染、过敏等问题，或将影响生殖

系统，甚至危及生命健康。不少网友

愤慨，贴身用品竟然是“废料垃圾”，

这是明目张胆地践踏女性健康权益。

值得注意的是，“废料翻新”并不

是孤例，从“荧光增白剂超标”“疑似

虫卵”到“虚标长度”，卫生巾作为女

性刚需消费品屡次“塌房”，一再挑战

消费者的底线。

买 片 合 格 卫 生 巾 怎 么 这 么 难 ？

从媒体的多次调查中不难看出，这背

后是卫生巾用品的行业性“顽疾”，长

期以来，产品质量“就低不就高”似乎

已经成为行业“潜规则”。

一些企业为了追逐利益最大化，

利用国标偏差范围钻空子，不惜压缩成

本“偷工减料”，甚至使用劣质原料，踩

着国标的“下限”生产。如此卫生巾虽

控制在“合理偏差”内，却难说“卫生”。

今年 7 月，卫生巾新版国家强制

标准将正式生效。新国标对一次性卫

生用品的原材料、生产环境及产品卫

生指标等提出了明确要求，有望从源

头上打击卫生巾市场的混乱现象。

但 新 国 标 只 是 行 业 整 改 的“ 起

点”，消费者权益保护不能止于事后追

责。守护“她健康”，须强化监管力

度，建立从原料采购到终端销售的全

链条追溯系统，倒逼企业真正将产品

质量安全放在首位，让卫生用品市场

更加清洁。

正如一位消费者所言：“我们需

要的不是‘塌房’后的道歉，而是从生

产线上就开始的敬畏。”

日前，武汉马拉松一女选手称被

“套牌蹭跑”，已经向官方举报。

说到套牌，大多数人脑海里浮现

出来的是套牌车。一些不法分子伪造

和非法套取其他正规车辆的号牌，给

公共安全带来了很大隐患。而马拉松

“套牌蹭跑”，则是个别跑者在马拉松

比赛中伪造、复制他人的参赛号码布

违规参赛的行为。

“套牌蹭跑”与套牌车一样，危害不

小。一是有损赛事公平公正。正常参赛

的跑者需要通过合法途径获得参赛资

格，赛事的组织、补给、完赛礼品等都是

按照相应的报名人员来安排的。“套牌蹭

跑”破坏赛事规则和秩序，占用比赛资

源，对其他参赛者并不公平。二是容易

造成安全隐患。马拉松是一项挑战身体

极限的运动，一般的参赛者在报名时必

须提供医院的体检报告，这也是健康完

赛的保证。可是，套牌蹭跑者仅凭一张

假号码布就参赛，容易发生危险。此前

马拉松赛事中的猝死者中，就有替跑者。

近年来“马拉松热”在我国持续升

温，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24 年，全国

共举办路跑赛事 671 场，参赛人次约

656 万。从繁华喧嚣的一线城市，到宁

静古朴的小城，都纷纷投身马拉松热潮

之中。优质的赛事，固然可以吸引数万

外地跑者，带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

消费，成为展示城市的自然风光、人文

景观、历史底蕴以及经济实力的名片。

可是，细节决定成败，赛事组织上的小

疏忽也可能成为浇灭炉火的凉水，千万

别让“套牌蹭跑”这粒老鼠屎破坏了马

拉松健康发展的“一锅汤”。

替跑和蹭跑在全世界的马拉松

比赛中均有发生，虽然通过技术手段

能够达到一定甄别防范作用，但几万

人分布在 40 多公里的赛道上比赛，想

要根本杜绝难度很大。这个时候，跑

者的自律和素养就更为重要。目前不

少跑友对于“套牌蹭跑”不以为然，觉

得就是跑个步，也不捣乱，并没有严肃

看待这种违规行为。因此，治理“套牌

蹭跑”，除了主办方加大技术投入，加

强管理与处罚力度之外，还需要参赛

者不断提升文明参赛意识，尊重规则，

守住底线。 来源：广州日报

别让“蹭跑”坏了“一锅汤”
谭 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