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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句话送给正在高考的你

第一句，每一次机会都来之不易，

努力过就很了不起；第二句，每一个结

果都会影响你，但并不是都能决定你的

人生；第三句，每一段旅程的终点，都是

下一个起点。加油吧，走进考场的你，

愿你用平常心对待每一次风雨，全力以

赴抓住每一个机会。 @人民日报

展会遛娃不能“遛”走了文明
■ 戴先任

别沦为“赚钱APP”的“赚钱工具”时事乱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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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们，写下自己的新奋斗
■ 新华社记者 涂洪长

结合建党百年阐述

“可为与有为”、以毛泽

东《体育之研究》文中观

点谈感悟与思考、“论生

逢其时”……今年的高

考作文题目，一如既往

紧扣时代主题、关注青

年话题，一千多万考生在试卷上写下属于

自己的新方位、新奋斗。

百年来，无数中国青年以热血和热爱，铺

就了一条前赴后继的救国、兴国、强国之路。

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有赖于青年。新时代点

亮新梦想，新青年踏上新征程，一个更加美丽

富强、更加朝气蓬勃的中国，一定会在青年们

站立的地方、在青年们奋斗的手中升起来。

“我是音乐家”“我是南京大学的一名

翻译官”“我是国家散裂中子源首席科学

家 ”“ 我 是 为 祖 国 立 下 赫 赫 战 功 的 将

军”……高考前夕，一所中学高三学生在模

拟多年后的自己接受采访。“少年心事当拏

云”，缤纷的梦想，映照出年轻一代“勇敢做

自己”的意气风发。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走一步都算

数。”今天的环境下，“一考定终身”的宿命

已不复存在，但对于大部分青年学子而言，

高考仍是叩响未来之门的一件大事。以高

考为支点去跳出现状、撬动梦想，这本身就

是弥足珍贵的机会。迈向机会之门的每一

分努力都值得尊重，未来，还有更多关口、

更多考题等着我们去努力。为了理想去拼

一把，正是青春最炫的样子。

高考，是勇敢的冲刺，也是宝贵的成

长。很多年以后，大部分人的高考记忆中，

不再有考题的影踪，但他们可能会想起当

年走进考场时的忐忑不安；会想起考场外

亲人长辈望眼欲穿的迎候、欲言又止的探

询；会想起最后一堂课老师语重心长的叮

嘱和同窗依依惜别的眼光……是的，年轻

人，有人关心你飞得高不高，也有人担心你

飞得累不累。在追逐梦想的长路上，只要

有伴同行、有爱相随，青春的身影就不会感

到孤独，再苦的奋斗都会充满意义。

高考是有限的试卷，人生是无边的画卷。

青春路正长，奋斗正当时。青年人，放飞心中的

笔，在新时代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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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宣言文章：
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胸怀

信念、嘱托和梦想，在上海石库门的旭日

里、在嘉兴南湖的碧波中毅然起航。从

此以后，社会主义的火种就在东方点燃，

曾经困顿无望的中国就有了方向！百年

历程，走过风霜雪雨，创造人间奇迹，我

们有义务用胜利告慰先烈：社会主义没

有辜负中国！我们有责任让历史告诉未

来：社会主义不会辜负中国！@人民日报

■ 郭元鹏

又是一年毕业季，中央美术学院毕业

展如约而至。在抖音等社交平台上，央美

毕业展的话题播放量达1.9亿次，堪称今年

夏天京城最火展览之一。记者6月6日在

展览现场看到，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前来欣

赏这场“视觉盛宴”，为现场增添新鲜活力

虽好，但也带来了一些不文明观展行为：直

接用手触摸展品、穿着鞋随意在作品上踩

踏、直接扯下展品装置……美术馆内，被抹

花的油画、被拉扯变形的艺术装置随处可

见，令人触目惊心。(6月7日《北京日报》)

“熊孩子”将美术馆当游乐场，如同大象进

了瓷器店，艺术装置受损严重。从报道来看，

“熊孩子”在毕业展搞破坏，很大程度上是家长

纵容所致，家长才是“熊孩子”不文明行为的

“幕后推手”。比如家长对孩子在美术馆内大

声喧哗、横冲直撞的行为，并不进行制止;甚

至有的家长鼓励孩子去随意摆弄禁止触摸的

艺术品，还在一旁为孩子录制小视频……

现在一些家长假期喜欢带孩子参观

美术馆，美术馆成了家长“遛娃”的胜地。

但展会遛娃不能“遛”走了文明。家长重

视孩子的文化素养，也不能忽视了孩子们

的观展文明素养，孩子随便触摸展品，大

声喧哗、嬉戏，不文明参观，家长对于这样

的不文明行为要及时纠正，引导孩子文明

观展。否则就算孩子看了再多名画，艺术

素养再高，文明素养欠缺，也是枉然。

正如人们常说的：每个熊孩子背后都

有一个熊家长。很多10岁左右的孩子，都

有一些顽皮天性，喜欢做一些恶作剧，但

家长不能纵容孩子的恶作剧行为，对于孩

子的这些不良习惯，要能予以及时纠正。

“熊孩子”惹祸的事情并不少见。针

对于此，一方面需要家长尽好监护人责

任，及时制止孩子的不文明行为，在平时，

家长也要教育孩子遵纪守法，遵守公共道

德，更要以身作则，做好榜样。同时，公共

场所的管理者也要加强管理，及时制止不

文明行为。从相关部门、学校到家庭及全

社会，都要能尽好应尽责任，这样也才能

少一些“熊孩子”，多一些“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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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看视频赚钱、玩游戏赚钱……不

少老年人沉迷于刷手机完成“赚钱任务”。

然而，一些参与者发现，赚钱任务总是绕不

开看广告，而标榜的高收益则迟迟难兑现，

甚至还可能面临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6月

7日《工人日报》）

“赚钱 APP”并非新鲜事物，此前就曾

风靡一时。在割不动年轻人的“韭菜”后，

一些APP将目标转向了老年群体。

这里有一个经典的例子：退休后，杨宝

东成为一名“赚钱APP”玩家。在两年多的

时间内，他下载的APP种类五花八门，包括

看广告赚钱的、猜成语赚钱的、玩游戏赚钱

的。有的APP号称走路、吃饭、购物、睡觉都

能赚钱。实际上，忙活了这么多年，他没有

赚到什么钱。

“赚钱 APP”赚不到钱，是很多人的感

受。这些“赚钱APP”号称不用付出成本就能

赚到钱，用户注册后领到各种任务，通过看视

频、签到、邀请好友等操作从平台处领取代

币，再用代币兑换成现金，行话叫“零撸”。结

果很多人为此彻夜不眠的转发，转发到朋友

圈，转发到微信群，转发到其他好友的对话

框，辛辛苦苦要么一无所获，要么即使有收

获，也不是真正的现金，而是“消费抵扣券”，

也就是说“要想花出去”你就得去消费。

“赚钱 APP”不过是借助人们的“贪财

心理”而开展的创意营销，上面都是铺天盖

地的小广告，甚至是野广告。这与前几年

流行的“跑步赚钱APP”性质其实都是一样

的，都是一些老掉牙的把戏。目前，“跑步

赚钱APP”早就销声匿迹了，眼下出现的各

种各样的“赚钱APP”只不过是一种翻版的

卷土重来而已。

面对“赚钱 APP”，人们切莫当他们的

“赚钱工具”。要多些理智的态度，不要被

商家的花言巧语蒙骗了，即便自己真的“闲

得无聊”，也不能做没有意义的事情。而

且，对于其他人来说，你四处转发本身也是

一种骚扰。试问，有多少人会点击你转发

的“赚钱APP”上的信息！

看看视频就能赚钱，看看文章就能赚

钱，玩玩游戏就能赚钱，表面上看确实是很

有吸引力的，而实际上当我们沉迷其中的

时候，幡然醒悟才会发现原来又落入了人

家设计的陷阱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