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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新生报到季前夕，浙江多县举办“出征仪式”。
当地干部为即将辞乡深造的学子送行并送上纪念礼物，
勉励大家为家乡发展、国家强盛贡献青春力量。

自古以来，中国人对乡土都怀有深厚情感。当
年，宋濂就在《送东阳马生序》中勉励同乡后辈要珍惜
环境、专心治学。如今，父老乡亲的殷切期望、深情关
怀一如往昔，“家礼赠行”的意涵同样温暖——学在当
下，在新一段人生旅途中同样要努力拼搏；勿忘乡土，
无论未来“漂”到哪里，家乡永远都是最强后盾。与此
不谋而合的是，很多高校也将“乡情”作为一门必修
课，或是鼓励学生把田野调查做到“家门口”，或是组
织以画笔文字记录家乡美好瞬间……回望乡土、留住
乡情，已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

有人说，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迅速推进，让乡
土情结日渐淡薄。但事实上，生于斯、长于斯的血脉
记忆始终深埋在人们心中。更何况，近些年，小城、乡
村在发展进程之中，越发显现出生态、文化、景观等多

方面的优势，也带来了更多机遇。更多年轻人在学习
知识、拓展眼界后，选择回到家乡发光发热。科技小
院，有推广良种良技的科技人才；田间地头，有敢想敢
干的新型创客；广袤乡村，更有扎根一线的驻村干
部……他们见证、参与着家乡发展，也恍然发现，“此
心安处”何尝不是“期许之地”。

学得文武艺，不忘桑梓情。持续释放建设家乡的
热情，也要正视并解决一些现实难点。比如，眼下学
子到乡村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大多是利用假期时间，
长期机制还有待建立。还有，某些人仍抱有“返乡是
无可奈何”的刻板认知，时常让年轻人陷入选择尴
尬。由此观之，激发并守护热络“乡情”，除了依赖个
体情怀，还需要更多实实在在的支持。积极对接，搭
建平台，做好保障，扭转印象，才能让更多年轻人在青
山绿水间找到人生的新航向，在“希望的田野”上培育
出累累硕果。

关末 来源：北京日报

“家礼赠行”也是开学第一课

8 月 21 日，中国体育代表团正式出征巴黎残奥
会。284名运动员将参加射箭、田径、羽毛球等19个
大项、302个小项的角逐，这也是我国第11次派代表
团参加夏季残奥会。

不过，相较于夏奥，不少网友都有一个感受，那就
是残奥会“太静悄悄了”。残奥运动员得到的关注，与
他们获得的荣耀，形成了强烈反差。以上届东京残奥
会为例，奖牌榜、赛程细节等信息在各大网络平台并
不显眼，中国选手摘金夺银、走上最高领奖台，媒体对
于他们训练及人生故事的报道也不多。为此，网友们
一度喊话各大媒体和平台，请给残奥会、残奥运动员
多一些关注。

或许，在一些人的观念里，残奥会的观赏性、竞技
性偏弱，赛事转播和报道的商业价值也相应较低。但
是，回归体育的初心，每一位走上残奥赛场的运动员，
都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付出了更多的艰辛与
努力，才完成了看似“平平无奇”的动作，成就了突破
极限的荣光。“无臂飞鱼”郑涛为尽快掌握游泳技巧，
别人每天在水里练五个小时，他就练八九个小时；打
破残奥会亚洲纪录的铁饼运动员董飞霞，因下肢瘫痪
需把腿部固定在铁架子上，高强度的训练让她每天磨

出无数血泡；今年首战奥运的跆拳道运动员刘路东，
数年如一日的训练，早已让他浑身是伤……与困境抗
争，向命运宣战，朝梦想奔跑，也正是在残奥会的舞台
上，我们才更清晰地看到，人，可以怎样成为自己的英
雄。残奥运动员是生活的强者，是我们的骄傲，是奥
运精神的生动写照，值得被看见，也应该被看见。

残奥会，让我们看到了人类与命运的坚韧搏斗，
也为公众关注残障人士提供了契机。除了残奥会运
动员赛场上的“高光时刻”，赛场之外的残疾人群体同
样需要更多关心关注。这些年，随着社会福利政策的
不断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持续优化，受惠范围逐渐
拓展，有爱无“碍”更广泛地延伸到生活各个方面，为
残障人士带来极大方便。不过，相较于硬件的完善，
包容环境欠缺，工作机会不足，职业培训缺乏，也确实
带来了一些现实困扰。这提醒着，全社会对残疾人的
权益保障仍需加强，让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持续提升。

不向命运低头，不断超越自我，让我们一起关注
残奥会，为中国运动员加油，倾听他们挑战“不可能”
的故事。

雨馨 来源：北京日报

这些“人生英雄”值得被看见

正值暑期，不少学生选择进行医美整形。在一些
医美机构，甚至未成年人的身影也不少见。“暑假整
容”“暑假变美”“暑假逆袭”等，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
门话题。

有研究显示，我国的医美消费主体低龄化趋势明
显，“95后”和“00后”消费群体占比过半，连“05”后也
已加入。被问到选择医美整形的原因，受访者的回答
基本离不开“容貌焦虑”。

“容貌焦虑”之下，部分青少年盲目跟风过早“入
坑”医美整形。但是，“黑医美”并不会因为年龄小就
手下留情。青少年因“美容”变“毁容”、“要美”变“要
命”这样的悲剧时有发生。尤其是未成年人，身体尚
在发育阶段，过早接触医美既不利于身心发展，更会对
个人价值观、审美观带来不良影响。更有甚者，一些医
美机构还诱导青少年从事违法活动，如帮助非法机构
拉客、宰客，协助医美机构忽悠人办理“医美贷”等。

医美低龄化，制造“容貌焦虑”者难辞其咎。

“3月不减肥，4月徒伤悲”“再瘦几斤穿衣服会更
好看”……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容貌焦虑”已悄悄
渗入到人们的生活。影视剧、广告、综艺节目、短视频
博主等对“颜值即正义”“白幼瘦”的宣扬，对直挺鼻、
欧式眼、尖下巴等所谓“标准脸”的吹捧，让一些年轻
人对“美”的认知逐渐单一、偏激，进而选择通过整容
让自己变“美”。

部分不良商家不顾医疗原则，在医美广告、网红
博主等商业推手的助力下，用“整容要趁早”“美了，运
气会好”之类的话术，向青少年传播“容貌焦虑”。

制造“容貌焦虑”者，心里装的都是“生意经”。不
焦虑，商家怎么有机可趁，不让年轻消费者乱了方寸，
怎能一步步地诱导他们进入设下的圈套？但是，医美
是创伤性的，而且人的审美也会变。现在通过医美所
做的改变，长大后不喜欢了怎么办？

医美低龄化趋势令人担忧，必须给“容貌焦虑”降
降火了。 尹思源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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