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胡碧源 通讯员 苏执力

日前，曲阜市吴村镇峪南村一座由驻村第一书记帮扶资金
支持建设的石磨面粉厂正式投产运营。通过“村办工厂+公益
帮扶”的创新模式，该村不仅壮大了集体经济，还为80岁以上老
人提供每日免费馒头，惠及90余名高龄村民，成为当地乡村振
兴与孝老助老融合发展的鲜活范例。

据了解，该工厂采用低速研磨工艺，最大程度保留小麦营
养，生产的石磨面粉以“零添加、原生态”为特色，迅速打开市
场，为村集体增收开辟了新路径。

为进一步回馈村民，村集体推出暖心举措：每天向村内馒
头房免费供应面粉，由馒头房加工成馒头，全村80岁以上老人
凭领取卡每日可免费领取新鲜馒头。目前，这一福利已覆盖90
名高龄老人。年过八旬的张奶奶高兴地告诉记者：“以前自己
蒸馒头费力气，现在每天溜达着就能领到热乎乎的馒头，村里
真是太贴心了！”

石磨面粉厂不仅为村集体带来稳定收益，还通过“以厂养
公益”的模式形成长效帮扶机制。“村里免费提供原料，我们只
收加工成本，既帮老人解决了吃饭问题，又让我们的小店有了
固定客源。”馒头房经营者王洪柱告诉记者。据统计，该项目每
年可为村集体增收约28万元，其中部分收益将滚动投入助老服
务，形成良性循环。

峪南村党支部书记李明表示，该模式将逐步扩大覆盖范
围，计划年内新增高龄老人送餐上门服务，并探索面向困难家
庭的低价购面补贴。“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暖民心。我们
希望通过产业‘小切口’，做好民生‘大文章’。”第一书记杜万胜
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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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视点

本报邹城4月22日讯（全媒体记者 胡碧源）今天，省工商
联直属商会暨省外山东商会负责人培训示范班在邹城开班。
在省派驻济宁市“四进”工作总队协调推动下，当日下午，“鲁商
回家乡”助力济宁高质量发展专题招商推介会召开，山东省委
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张鲲，山东省工商联党组成
员、副主席孙美菊、陆怡出席。市委常委、副市长张东讲话，市
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李敬主持。

张东在讲话中代表济宁市委、市政府，对省工商联一直以
来对济宁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对招商引资工作给予的重点帮
助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济宁将扛牢“走在前、勇争先”的
使命担当，加快实现“一个万亿、五个倍增”，与各位企业家不断
拓展合作发展空间，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会前，省工商联一行到邹城市青年企业家商会、山东天河
科技有限公司、珞石（山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实地调研，
并举行了开班仪式。会上，播放了济宁市宣传片，对“济宁市15
条标志性产业链重点项目”、港航产业项目和文旅产业项目进
行推介。

“鲁商回家乡”
助力济宁高质量发展
专题招商推介会召开
张鲲孙美菊出席 张东讲话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杜文闻 通讯员 付业健 孔泽

在城市纵横交错的脉络间，快递员如同忙碌的小蜜蜂，穿梭
在大街小巷，将生活的便捷传递至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邹城
市龙山路，“快递员之家”的出现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快递员们
的前行之路。

“这里每天中午都有免费的粥和米饭，每周二、周三还能免
费理发，还有不少好书可以借阅，咱们快递员随时都能来。”邹城
顺丰公司的快递员小崔走出“快递员之家”后，兴奋地向同事分
享着。

据悉，“快递员之家”是邹城邮政管理局为快递员打造的综
合性服务平台。在龙山路工会驿站现有准入基础上，邹城邮政
管理局多方协调，将快递员群体纳入驿站服务体系。同时，深入
融合快递行业元素，扩充驿站服务功能。充分考虑到快递员日
常工作中的迫切需求，为他们提供舒适的休憩空间，提供饮水、
用餐、充电、上网、读书、理发、洗车、健康监测等服务，让更多新
就业群体享受到“家”的温暖。

下一步，邹城邮政管理局将探索更多资源，持续为新就业群
体提供服务保障和关心关爱，努力为他们提供更多可感可知、可
达可得的贴心服务。

这家驿站这家驿站
让快递员路上也有“家”

■新华社记者

4月22日是第56个世界地球日，世界地球日官网发布
的主题为“我们的能源，我们的星球”，呼吁人们利用太阳
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共同守护地球的绿色
未来。

在这场关乎人类和地球未来的能源革命中，中国正以
创新实践和开放合作，为全球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

“我们的目标是到2030年将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
加2倍。”世界地球日官网在介绍今年地球日主题时写道，

“我们呼吁每个人为家庭选择明智的能源方案，并敦促各级
政府、工业界和企业加快部署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被广泛认为是最佳能源选择。化石燃料是
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而人类温室气体排放是导致全
球变暖的主要因素。相比而言，使用可再生能源可显著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这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并降低与气候变
化相关的热浪、洪水、传染病传播等风险。

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过渡还会带来巨大的公共卫
生效益。减少使用化石燃料有助于改善空气质量，减少水
源污染，进而降低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水污染相关
疾病等的发病风险，减轻公共医疗负担。

从经济角度看，发展可再生能源可为经济增长注入新
动能，推动工业、运输和农业等领域创新，加速技术进步，并
在全球创造数以百万计的新工作岗位。

与此同时，经过数十年的成本控制和技术改进，可再生
能源成本竞争力已逐渐显现。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发布的

《2023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报告显示，2023年，有81%
的新增可再生能源在成本上低于化石燃料替代品。可再生
能源替代行动有助于降低能源成本，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
每个人提供可负担得起的电力。

中国中国：：推动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力量推动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力量

全球许多国家正在积极开发可再生能源。当前，肯尼
亚地热发电占其总发电量的近一半，丹麦超过50%的电力
来自风力涡轮机，巴西2023年发电总量的近68%来自水
力，澳大利亚约三分之一的家庭使用太阳能……

中国更是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力量。英国能
源智库“未烧尽的煤”今年4月发布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实现创纪录增长，助推清洁能源（包括
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发电量在全球发电总量中占比超过
40%。2024年全球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增量一半以上来自
中国。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
蒂尔今年3月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在推动全球
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他说，作为太阳能
和风能装机容量世界第一的国家，中国现有太阳能装机规
模已超过美国与日本两国总和，而美国和日本分别是太阳
能装机容量第二和第三大的国家。中国的成就令世界瞩
目。

如今的中国，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2025年是“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20周年，中国在今年的世界地
球日以“珍爱地球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宣传主题，进一步
动员全社会保护地球家园，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

跨越国界跨越国界：：绿色发展是全球共同机遇绿色发展是全球共同机遇

中国在持续推进自身能源转型的同时，也是全球能源
转型的重要推动者，多年来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为全球绿
色发展注入中国动力。

中国持续推动“一带一路”绿色能源合作，积极帮助发
展中国家建设风电、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项目，显著加速
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转型。此外，中国还通过技术创
新等方式帮助降低可再生能源成本。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数
据显示，近年来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平均度电成本大
幅下降，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贡献。

以“非洲光带”项目为例，自2023年9月宣布实施该项
目以来，中国已经与布隆迪、乍得等非洲国家签署合作协
议，利用中国光伏产业优势，帮助非洲数万家庭解决用电难
题，助力其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彭斯表示，中国的低成
本先进产品和技术可以加速其他地区的绿色转型，包括高
收入国家在内都会从中受益。东盟秘书长高金洪今年4月
告诉新华社记者，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及电动汽车应
用对华合作对实现东盟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

加快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是全球的共同机遇。中国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能源转型》白皮书指出，中国
愿与国际社会一道，面向更广阔的领域，共同探索造福人类
的新型能源，共创可持续的能源未来。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5年世界地球日到来之际
指出，地球母亲“正在发烧”，可再生能源比化石燃料替代品更
便宜、更健康、更安全，希望各国采取行动，“努力让2025年成
为我们恢复地球母亲健康的一年”。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用可再生能源守护地球的绿色未来
世界地球日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刘惟真

“匍匐”“尴尬”“亵渎”“喷嚏”“邋遢”……这些常见字，
不少中小学生看了都认识，提笔时却写不出来。

常写错字、好字难寻，当前，一些中小学生书写能力不
强，不少人都面临提笔忘字的情况。如何让孩子们认识汉
字之美，爱写字、写好字？

部分中小学生书写能力不强

如今，随着手机、电脑的普及，不少人在生活中都存在
“汉字失写症”。特别是一些中小学生只在完成课堂作业时
动笔写字，大多数时候靠拼音输入法打字，有时使用拍照、
语音转文字等技术手段代替笔记。

天津一名小学生家长周先生说，孩子有时提笔忘字，对
一些汉字的笔画结构、偏旁部首记忆模糊，经常需要上网查
某个字怎么写。

长期在文具行业工作的天津市鸵鸟墨水有限公司总经
理黄强介绍，中小学生曾是墨水行业的重要用户群体，但目
前其书写频率降低，使用钢笔进行书写训练的学生更是寥
寥无几，传统墨水的销量明显下降。

学生书写不佳的情况也日益普遍。在广东惠州一所小
学任教的王女士说，班上不少学生写字较差，有的下笔浅、
写字小，有的歪七扭八、超格出线，还有的丢笔画、多笔画、
乱连笔，字迹很难认清。

湖北省一位中学教师饶舜也表示，从作文阅卷的情况
来看，目前学生的书写水平大不如前，写字较好的学生仅占
三成左右，不少学生平时很少花时间练字。

与此同时，受网络流行语影响，“造词”、错字的情况越
来越多。有的未成年人喜欢使用“稀饭”“集美”“针不戳”等
谐音梗，还有些习惯用“XSWL”“U1S1”等字母、数字、符号
组合代替文字表达。“不少网络词汇不仅成了中小学生的口
头禅，还出现在孩子们的考卷上、作文中。”饶舜说。

“在网络时代，我们不能‘握着鼠标忘了笔杆’，仍需提
升青少年汉字书写能力。”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副研
究员张丽红说，汉字不仅是信息符号，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
载体，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青少年书写能力下滑、汉
字功能弱化，会影响文化传承与文化自信。

“失写症”的背后

导致青少年书写能力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电子产品
使用率上升、写字频率下降。除此之外，纸质阅读时间有
限、对汉字的文化艺术底蕴科普不足、书法师资力量欠缺等
也是重要原因。

——网络别字多，文字使用不规范。多位受访者指出，部
分短视频、自媒体上经常出现乱用汉字、编造词句、用语不规范
等现象，一些从业者追求流量至上，对语言表述漫不经心。

“中小学生正处于语言学习期，容易模仿流行用语。网
络平台上语言文字的滥用错用，会弱化青少年使用规范文
字的意识。”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互联网信息与用户行为研
究中心主任陈旭辉说。

——静心阅读少，对经典文本不够亲近。中南传媒产
业研究院和中南大学人文学院去年5月发布的《湖南省中小
学校园阅读现状与需求调研报告》显示，中小学生用于课外
阅读的时间和阅读量均明显下降，家庭图书拥有量偏低，图
书拥有量不足30本的家庭占比超过一半。

“在信息碎片化时代，青少年倾向于阅读简短的电子信
息，对经典文学作品、传统纸质书籍的阅读兴趣不够高。汉
字丰富的内涵、文化大多蕴含在经典文本中，阅读量的减少
容易使孩子对汉字的理解和感悟不够深入。”张丽红说。

——板书遭弱化，专业书法师资不足。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天津青年宫教师彭瑶等专家介绍，当前中小学书法教育
普遍面临师资力量不足问题，一些学校的书法课教师由其他
学科教师兼任，难以为学生提供系统、专业的汉字书写指导。
有些校外培训班的书法教师没有系统学过书法就匆匆上岗。

此外，中小学生非常容易模仿老师的字体和写字方
式。天津市西青区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李祖华等表示，目
前部分中小学教师的书写基本功不够扎实。一些学校在招
聘教师时，对手写板书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更多是通过筛
查学历等方式进行选拔考核。

——日常字体单一，难以感悟汉字之美。多位专家认
为，学生日常使用的教科书等字体比较单一，审美层面上的
汉字、书法教育不足。

“当前有的‘江湖书法’走红网络，容易侵蚀青少年对汉
字的审美意识。”彭瑶说，教学过程中，在让学生掌握书写姿

势、笔顺规则、书写规范的同时，也要注重向孩子介绍汉字
的文化渊源与演变过程，多带领学生欣赏历史上书法名家
的作品，在潜移默化中让孩子感受汉字之美。

让孩子们能写字、爱写字、写好字

中小学生书写水平下滑的现象已开始受到各方关注。
去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规范汉字
书写教育的通知，提出培养良好书写习惯、提高规范书写水
平、传承优秀汉字文化、规范校园用字等举措。

业内人士认为，学校、家庭、社会要进一步形成合力，让
青少年重视规范汉字书写，能写字、爱写字、写好字。

从学校教育来讲，要充实书法教师队伍，完善书法课程
体系。彭瑶建议，可将书法史、书法美学、书法艺术等内容
纳入中小学教学系统，完善对学生汉字书写教育的考评体
系，增强学生对汉字的认同感；同时补充书法教师，邀请校
外专家对现职教师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李祖华认为，中
小学校应加大对教师汉字书写与板书规范性的考察力度，
推动师范院校加强师范生书写训练。

“学校和相关社会组织可以举办‘书法文化进校园’、汉
字听写大赛等活动，在博物馆、图书馆举办优秀书法展览，
通过更丰富的形式激发学生对汉字书写以及书法文化的学
习热情。”黄强说。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张丽红建议，家长要引
导孩子认识书写的重要性，鼓励孩子临摹字帖、认真书写，帮
助其挑选质量好、适合孩子年龄段的书写和指导工具。

此外，互联网对青少年影响较大，要守好网络文字规范
性的底线。陈旭辉建议，内容平台有必要通过AI工具进一
步完善对创作者的文字规范提示；发挥媒体、研究机构、语
言文字行业专业协会等机构的合力，形成正确使用语言文
字的良好风气。

实际上，提笔忘字、别字高发等汉字书写能力弱化现象
并不仅仅出现在青少年群体中。张丽红建议，未来可在社
区活动中心、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所以汉字书写和
汉字文化为主要内容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制作相关教育节
目、纪录片，营造良好的汉字书写环境，让人们在浓厚的文
化氛围中更好感受汉字书写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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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字多、好字少，如何让孩子们“爱上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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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2 日，读者在北
京国家图书馆内阅读、学
习。

在世界读书日即将来
临之际，很多读者选择与
书相伴，在国家图书馆内
读书、学习。

■新华社记者 殷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