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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融合发展、
惠民利民的事项上，打
通数字壁垒、行政壁垒，
促进发展要素相融、机
制相融，真正从产业发
展、民生福祉的角度做
规划、出举措，才能互相
成就、一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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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男子因不满航班延误，亮出自
己“网红”的身份，指责空姐、质问机长名字，
之后又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维权视频，引发广
泛关注。（2024年1月3日《法治日报》）

面对航班延误，乘客有权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可自认为“网红”身份就能压人一头，

甚至进行威胁辱骂，显然违背了公序良俗。
近年来，少数网红漠视道德法律，加上粉丝追
捧、平台监管不力，滋生出不少自以为高人一
等的“网红特权”，导致类似事件屡见不鲜。
维权是正当权利，但任何人都没有特权，这股
歪风邪气应当刹住了。 （文/余姝满）

一“马”跨两省，一条独具特色的“跨省”
马拉松赛道，穿过湖北来凤县、湖南龙山县；
公积金贷款跨省通办，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来
凤县、龙山县之间打通诸多“一体化建设”关
口……一水双城，山水相连，来凤县、龙山县
两县通过10余年共同努力，积极探索跨省协
作路径，一“龙”一“凤”，实现了从“独自绽放”
到“抱团发展”，再到“比翼双飞”。

这是两个相邻小县城携手与共、共谋发
展的生动故事。同处武陵山腹地的湖北省来
凤县与湖南省龙山县，是全国跨省交界最近
的两座县城，可谓山同脉、水同源、民同俗、人
同宗，亲如一家。但10多年前，因为行政区
划不同，两地群众办事、置业、往来还存在一
些固有障碍。2011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武
陵山龙山来凤经济协作示范区（简称“龙凤示
范区”），两县建立常态化联席会商机制，湘鄂
情大桥建成通车，两县大力推进双城融合，进

入区域协同发展的快车道。
将物理距离的亲近优势，转化为协同发

展的优势，需要以更宽视野、更大力度，共绘
“一张图”，共下“一盘棋”。即使是同一省内
的不同县市，要在公共服务跨区通办、公共交
通一体运行、金融合作互惠互通上做到“无差
别受理、同标准办理”，都是很不容易的事，何
况是跨省来办这些事项。在涉及融合发展、
惠民利民的事项上，打通数字壁垒、行政壁
垒，促进发展要素相融、机制相融，真正从产
业发展、民生福祉的角度做规划、出举措，才
能互相成就、一体发展。

这些年，“龙凤示范区”每在“融”字上迈
出一小步，都是跨省协作在实质上迈出一大
步。来凤县、龙山县两地很小，但两地融合发
展的实践折射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空
间很大。一步一个脚印累积，一个接一个举
措落地，才有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这幅大画卷。

“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发展”“充分发
挥各地区比较优势，按照主体功能定位，积极
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的重要内容。高质量发展，是协调成
为内生特点的发展。无论是“京津冀一体化”

“长三角一体化”“川渝一盘棋”，还是统筹推
进中部地区崛起、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
兴，一系列区域发展重大战略正在加快推进，
各地区发展动能不断释放，区域经济表现出
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和长期向好的态势。

从相邻、相加，到相融，最终目的都是让
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衔接更平稳，让政策协
同发力的效果更显著，让当地老百姓的生活
更便利。加快设施的“硬联通”，加强机制的

“软联通”，以“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定，以“跳
出湖北看湖北”的视野，在“全国一盘棋”中准
确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一定能不断壮大发
展“朋友圈”，跑出区域协同发展“加速度”。

壮大协同发展“朋友圈”
□ 湖北日报评论员 艾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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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无特权

近日，佛山市三水区南山镇
发布《南山镇2023年度躺平休闲
人员拟定名单公示》，引起关注。
这个公示名单根据的是《南山镇
躺平休闲人员和末位鞭策人员处
理规程》，通过了谈话调研、民主
评议、作风效能领导小组审定等
环节，并经南山镇党委研究同意。

从工作流程上看，南山镇推
行这项工作，下了功夫。放宽视
野，全国一些地方也有整治“躺
平”的相关举措。河南卧龙区发
布征集“躺平式干部”问题线索的
公告；江苏省滨海县委组织部开
展寻找身边的“躺平者”活动，并
对7名“躺平式干部”进行了集中
诫勉谈话。这些探索与尝试，是
为了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劲头，
出发点是好的。

“躺平”的背后有作风等方面
的问题，听之任之，有害无益。也
正是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需要注
意的是，精准整治“躺平者”，前提
是精准解剖。“躺平”对应两种情
况：主动“躺平”和被动“躺平”。
有的是思想“总开关”生锈了，浑
浑噩噩混日子，戳一下、动一下；
有的是面对新形势新矛盾本领不
足，两眼一抹黑，选择“躺平”；有
的是只想当官不愿干事，更不想
担事，急难险重一来，就采取“躺
平”的方式蒙混过关；有的是用人
指挥棒出了问题，干和不干、干多
干少、干好干差区别不大，让人觉
着没奔头、没盼头，进而没了劲
头、没了干头，就势“躺平”。这里面，有不愿为、不想
为的，也有不能为、不敢为的；有个人缺乏动力的，也
有环境因素导致的。

再好的初衷，也要有正确的打开方式。要当头
棒喝“躺平者”，但是不能一棒子随意挥下去。具体
执行中，应当与个人的实际表现、工作情况精准匹
配。客观讲，这操作起来是有难度的，弄得不好容易
误伤，或者因为打得不准又有跑冒滴漏。其中的关
键是，精准把握并运用规范性、权威性原则和尺度去
衡量处理问题。既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不论具体是
非，眉毛胡子一把抓，也不能想当然地增设标准，机
械操作、随意转化。只管严不严，不管准不准，结果
就会是分寸失当、宽严失度，鼓打不到点子上，笛吹
不到眼子上。

干部干部，“干”字当头，当然不能“躺平”。但督
促干部、激励干部，重在找到问题的“七寸”，精准发
力。方式方法可以探索创新，但必须有实事求是这
一条打底。发现问题精准定位、剖析问题精准定性、
处置问题精准到位，才能不断压缩干部“躺平”空间，
立好想为、敢为、能为的风气，激发干事创业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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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咬文嚼字》编辑部发布2023
年十大语文差错，包括“多巴胺”的“胺”误
读为ān、“卡脖子”的“卡”误读为kǎ、“账
号”误为“帐号”、“蹿红”误为“窜红”、“下军
令”误为“下军令状”、误让岳飞自称“鹏
举”、误称“支原体”为病毒等。（1月3日人
民日报客户端）

从2006年开始，《咬文嚼字》杂志开始
向社会发布年度“十大语文差错”。发布这
些差错，不仅是一堂语文大讲堂，更是通过

“集中纠错”的方式，向社会普及规范运用
文字的常识。年度“十大语文差错”，不仅
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
点。如热议问题多，“多巴胺”“支原体”的
背后都是社会热点；如短视频成差错泛滥
区，很多视频创作者缺乏规范使用语言文
字的意识。

文字是一种自我表达，有个性可以理
解、有创新也没有问题，但若是超越了合理

界限，就可能走向反面。此前由澎湃新闻、
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等机构发布的《网络
不规范用字用词现象研究报告》，就梳理了
当前网络环境中不规范字词的使用情况。
对用户来说，在碎片化阅读时代，不规范用
字不仅会增加信息的接受难度，还容易以
讹传讹。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也
是一部汉字发展史。2021年发布的《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
作的意见》也指出，“加强语言文明教育，强
化对互联网等各类新媒体语言文字使用的
规范和管理，坚决遏阻庸俗暴戾网络语言
传播，建设健康文明的网络语言环境。”横
竖撇捺有乾坤，一笔一画著华章。做好文
字的规范化表达，不仅要守住正确表达的
底线，也要预留创新表达的空间，推动文字
的规范化表达，让方块字在新时代能绽放
新光彩。

“十大差错”是堂大语文课
□ 龙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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