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7月16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王文燕6 时 评

在全球数字化浪潮奔涌向前的今

天，数字技术已然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引擎，但与此同时，一道无形

的“数字鸿沟”也正成为加剧全球发展

不平衡的新挑战。在此背景下，上海合

作组织围绕数字经济凝聚合作共识、强

化合作纽带。近日于天津举行的 2025

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上，一系列新成

果的落地，标志着一条连接各国的“数

字纽带”正日益坚韧。这不仅是区域经

济合作的深化，更重要的，它孕育实践

了一种以包容、开放、共赢为特征的数

字治理新范式，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提

供了宝贵启示。

这条“数字纽带”的独特价值，首先

源于其坚实的共识基础。上合组织是

世界上人口最多、幅员最为辽阔的地区

合作组织，未来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巨

大，合作前景广阔。面对阻碍全球数字

经济合作的藩篱，上合组织国家明确发

出了“加强数字化领域全面合作，缩小

经济发展的数字鸿沟”的共同声音。这

一共识植根于“上海精神”中“谋求共同

发展”的理念。正如上合组织秘书长叶

尔梅克巴耶夫所言，只有通过合作与交

流，才能使数字技术成为促进包容性发

展的工具。这种以合作为前提、以平等

为准绳、以共享为目的开展数字经济合

作的共同理念，为打破技术垄断、抵制

数字壁垒提供了强大的道义和行动力

量。

正是在这一理念的引领下，上合组

织的数字合作展现出一种“互补共生”

的鲜明特质，各方都能在合作中找到并

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形成一个高效联

动的有机整体。在这幅宏大的合作图

景中，中国发挥数字基建优势，数字化

赋能场景覆盖 20 余个成员国、观察员

国和对话伙伴国；俄罗斯积极推动上合

组织国家标准化机构加强标准化合作，

致力于为各国标准化合作提供制度保

障；乌兹别克斯坦聚焦数字技术人才培

养，每年培养 2.9 万名专业人才；哈萨克

斯坦发挥自身区位优势，阿拉木图已成

为“数字丝路”的关键节点……从基础

设施建设到产业应用，从国际数据标准

规范到数字技术人才培养，各国共识不

断加深，合作方式不断创新，为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注入新动力。

更为可贵的是，这种合作愿景已结

出累累硕果，将包容性发展的蓝图稳步

转变为惠及各国民众的现实。作为上

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的重要参与者、推

动者和贡献者，中国用实际行动持续推

动上合组织各国间的数字经济合作。

在吉尔吉斯斯坦，中企参与建设的 5G

网络覆盖主要城市，助力当地互联网普

及率从 43%提升至 70%以上；在塔吉克

斯坦，中塔合作的数字医疗平台实现远

程会诊全覆盖，惠及偏远地区民众；中

国在上合组织国家已建成 10 个鲁班工

坊，数字人才培养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

紧密结合……这些生动的案例雄辩地

证明，所有上合组织国家都能在合作中

享受数字经济的红利，整体实现包容性

发展正逐步从愿景走向现实。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展望未

来，上合组织各国凝聚的合作共识，无

疑将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提供更为持

久的动力。从云服务设施、数据中心等

“硬联通”的持续推进，到数据跨境流

动、国际数据治理等“软联通”的不断加

强，再到智库合作、人才培养等“心联

通”的日益深入，这条“数字纽带”必将

更加坚韧和宽广。中国也将继续与上

合组织伙伴一道，以互信为桥、以共赢

为舟，为建设一个更加包容普惠的数字

世界、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

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上合“数字纽带”：以包容合作弥合全球数字鸿沟
新华社记者 尹思源

旅游是“体验经济”

“口碑经济”，谁都喜欢好

评，罕有人欢迎差评。贵

州 却 从 2017 年 开 始 ，连

续多年开展“多彩贵州满

意旅游痛客行”活动，鼓

励游客和群众投诉反映

旅游中的“痛点”，为的是

虚心听取游客的意见建

议，更好解决服务中的问

题。活动自上线以来，浏

览 量 已 达 1000 余 万 人

次，收到具有重要价值的

意见、建议 2500 余条。

旅游市场发展应用

好群众评价机制，以游客

口 碑 为 衡 量 成 效 的 标

尺。游客的“痛点”，就是

旅游业的短板所在。以

制度形式搭建起与游客

沟通交流的桥梁，破解游

客“ 不 想 说 ”“ 无 处 说 ”

“说了也白说”等隐忧，为旅游主管部

门维护市场秩序、优化旅游服务提供

了决策依据和行动指南。

不断解决“痛点”“难点”，是满足

游客高品质旅游需求的一项重要任

务。近年来，贵州年均旅游接待人数、

人均消费屡创新高。客流增大、诉求

叠加、需求多元，一些平时容易被忽略

的“小问题”往往会被放大。对于旅游

业来说，凡是涉及游客切身利益、旅游

体 验 感 的 事 情 ，都 是 不 可 忽 视 的 要

事。大大小小的问题经游客反馈汇集

到平台，在有关方面核实、甄别之后被

分发到所属部门开展整改，促进了有

关问题的解决。旅途的糟心事有人

管，自然能获得广大游客的好评。

有“痛点”不可怕，发现“痛点”，就

要及时消除“痛点”。敞开大门问计于

客、问需于客，努力集思广益，不仅能

呵护好每一段旅程，让游客受益，而且

外在的监督约束也会逐渐转化为内在

的提质自觉，最终让“痛点”变成“通

点”，“难点”变成“亮点”。

（摘编自《贵州日报》，原题为《把

旅游“痛点”变成“通点”》）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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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公斤快递按 3 公斤计价、停车不

满 1 小时按 1 小时收费……近日，快递等

行业“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引发公众关

注。比如，多家快递公司在寄件下单选项

中，仅能按 1 公斤、2 公斤等整数单位进行

选择；与快递费相似，停车、使用共享单

车、使用共享充电宝等领域都存在“向上

取整”计量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

确，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

件。快递续重等按整数计算，超出了实

际服务成本，一定程度上违反了公平交

易原则。对此，相关企业应依法制定公

平合理的收费标准，落实明码标价与收

费规则公示制度。有关部门也应加大监

督检查力度，让每一克重量、每一分钟时

长公平计价，不让“向上取整”成为默认

的行业惯例。（时 锋） 来源：经济日报

“向上取整”不该是行业惯例

商海春 作（新华社发）

“坟头上的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
就像我的念想一样，一年年总也断不
了”……近日，某短视频平台一名博主发
起了一场别出心裁的创意写作活动，邀
请大爷们来写高考同题作文。一位在工
地工作的 60 岁大爷抽到的题目是《我的
母亲》，他写下的这篇作文火爆网络，已
收获 700 万点赞。

一篇农民工大爷的临场作文，缘何
如此受热捧？真情实感，无疑是这篇作
文最打动人心之处。作者在文中用质朴
无华的文字，深情追忆自己已去世 30 多
年的母亲：“最让我忘不了的是吃饭，一
大家子人围着桌子，母亲从来不上桌，她
就在灶台边忙活，等我们都吃完了，她才
瞅瞅锅里，剩下了，就扒拉两口……”文
中出现的多个类似情景，触动了人们内
心的柔软之处，引发了网友对母爱和亲
情的诸多思考。

人间最美是真情，最是细节动人
心。农民工大爷在文中写道：“家里人
多，那口烧柴火的大铁锅死沉死沉，端
上端下，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力气活。
现在想想，母亲那瘦小的身子，哪来那
么大劲儿……”寥寥数语中，一位至柔

至坚的家庭主妇形象呼之欲出。农民
工大爷将一个个尘封已久的细节串联
成一幅幅立体并富有感染力的画面，让
人无不感受到母爱的无私和伟大，引发
了强烈的共情共鸣。

母亲是每个人最早的老师，她们通
过言传身教，教会我们做人做事的道
理。我们的母亲虽然很普通、很平凡，
但她们始终践行着尊老爱幼、善良朴
实、勤劳坚韧、无私奉献等传统美德。
即使在艰难的生活条件下，她们依然保
持着乐观向上的态度，用汗水和行动为
儿女树立良好的榜样。

人这一生，各有不易，没有谁的日子
能永远顺风顺水。然而，不管成功还是
失败，母爱始终伴随着我们，给予我们无
尽的温暖，赋予我们在风雨洗礼中砥砺
奋进的不竭动力，激励我们担当起自己
应尽的责任，无论遭遇怎样的困难和挫
折，都不放弃希望和努力。

这篇农民工大爷的临场作文之所以
受热捧，还在于映照了当下的现实：不少
人写作喜欢模仿套路，甚至依赖用 AI 去
写作，缺乏感情投入，作品乏善可陈。不
少语文老师们担心：AI 代写作文的蔚然

成风，会让语文教育失去意义。相比之
下，仅受过高中文化教育的农民工大爷，
以通俗的语言、直白的叙事撰写的临场作
文，读来令人眼前一亮，触动无数网友的
心弦。这无疑值得所有读者尤其是青年
学生认真学习借鉴。

近年来，“素人写作”成为出圈的文
化现象，来自社会基层的矿工、月嫂、快
递员、外卖员、出租车司机等，纷纷提笔
记录个人生活经历和身边人故事，展现
出大千世界的众生相。如快递员王计兵
的诗集《赶时间的人》销量达十多万册；
草根作家单小花的散文《洋芋，洋芋》获
孙犁散文奖；“田埂诗人”吕玉霞的乡土
诗歌获近千万点赞……

这些鲜活的范例启示我们：为文必先
为人，为人重于为文。为人和为文都要坚
定理想信念，提升个人修养，保持定力、涵
养静气，祛除浮躁心态；还要以生活为师，
力求质朴务实，抒发真情实感，做到言之
有物、言之有序、言之有情。

而这些不仅是推进语文课程改革
应当倡导的理念和做法，也是改进文风
和作风，塑造向上向善社会新风的内在
要求。 来源：北京青年报

农民工大爷的作文缘何如此动人心？
威 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