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共同促进网约车市场的健康发展，在严格执法、严格
监管的前提下，也必须尽力维护网约车市场各方合法利益，争
取“共赢”

“不加价永远打不到车”，出自
某网约车司机的一句话，让人心凉
凉的。

近日有网友发视频爆料称，广
西柳州三江网约车私自加价乱象严
重，最高的要求加价至 3 倍车费，大
大影响了旅游体验。打不到车不是
因为“车不够”，而是因为“价不够”，
可谓咄咄怪事。三江交运局 4 月 21
日晚发布通报称，将对涉事网约车
司机进行严肃处理，并对相关网约
车平台进行约谈，责成平台加强常
态化管理。出了舆情，即刻回应，即
刻处理，这个态度值得认可。

出行打网约车，已成为很多人
的习惯。不久前，某网约车平台发
布年度数据报告显示，超六成用户
打车频次同比增加。在网约车“网
络”的逐步覆盖下，人们的出行难题
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

对网约车而言，保持价格稳定、

透明，绝不私下加价，这是基本要
求。否则，网约车市场岂不成了规
则丧失、秩序凌乱的“丛林”？而且，
强迫打车者接受“霸王加价”，这和

“黑车”宰客没商量的手法有何区
别？若是这样的现状在一个地方

“司空见惯”，人们只能怀疑当地的
治理存在一定的漏洞。

所以说，针对此事件，当地除了
应该对涉事车主进行严惩外，还要
举一反三对个中乱象进行调查，进
行针对性、系统性的治理。值得一
提的是，三江交运局表示立即对辖
区内交通运输服务行业及从业人员
开展集中大排查，加大诚信经营和
举报投诉宣传力度，加强网约车运

营市场整顿，这是令人欣慰的。
私自加价，违规也缺德，这个性

质不容争辩。但是在惩治的同时也
该反思，当地网约车司机何以“集
体”加价、几乎形成“价格同盟”？

出现这个现状，极不正常。一
个成熟的网约车载客市场，必然呈
现平台、司机和乘客都获益的局面，
任何单方的利益受损都不可持续。

当地网约车司机的苦衷，其来
有自。据报道，一方面，当地高铁站
往来车次不多，客流量不大，出车很
容易形成单程空返；另一方面，平台
推出的特惠车价格也低于出租车价
格，导致司机“不接就没生意，接了
就亏本”。

相 关 问 题 是 否 存 在 ，有 待 调
研。对于明显存在的问题，需要多
方参与，综合考量问题根源，在尊重
各方利益的前提下做出科学决策。
例如，针对高铁站地处偏远的情况，
可以考虑增开接驳公交，满足群众
出行需求。对网约车“难去”的地
方，“注入”公交资源，自然有助于缓
解网约车压力，消融“打车难”背后
的“出行难”。此外，网约车加价现
象并不只是三江才有，其他地方也
发生过。在一些地方，低价获客策
略对司机利益有所影响，对此需要
科学审视，思谋解决平台与网约车
司机之间的利益分配失衡问题，令
司机收入情况有所改善。

总之，为了共同促进网约车市
场的健康发展，在严格执法、严格监
管的前提下，也必须尽力维护网约
车市场各方合法利益，争取“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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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加价永远打不到车”，根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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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3 日是第 30 个“世界读书
日”。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读书
已然不是获取信息的唯一渠道，但
依然是最深沉、最有效的心灵滋养
方式。然而，成年人的世界太忙碌
了，读书似乎成了一种“奢侈”的行
为。

对于每个人而言，可以找到很
多不读书的理由，但也可以选择“强
迫”自己每年读几本好书。

“强迫”自己读书听起来违和，

实则是一种自律。这种“强迫”，并
不是简单地要求自己每天都要读，
而是对自我精神生活的一次主动管
理。当你制订阅读计划，并坚定执
行时，其实是在告诉自己：我依然有
选择、思考和沉淀的能力。

人为什么需要“强迫”读书？因
为成年人的惰性是被现实“训练”出
来的。短视频可以带来快速满足，刷
手机比捧书轻松得多，但那是精神的
快餐，看得再多也没有多少营养。而

读书更像是一顿正餐，即便每顿“吃”
得不多，也比快餐更有营养。正因
如此，阅读需要时间，也需要“硬着
头皮”开始。每一次坐下来认真翻
完一本好书，带来的成就感与深度
思考，远非碎片信息所能替代。

“强迫”读书，也是一种主动应
对策略。今天，我们面对的不确定性
远比过去多，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心
灵的稳定，理解变局背后的逻辑，提
升独立判断的能力，用内心强大的确

定性应对外部变化的不确定性，读
书无疑是一剂良方。

不是书读得多就一定“高人一
等”，但不读书，你很可能就被时代
丢在了后面。

书香社会的构建，终究要靠一
个个普通人开始翻书。为了在这个
喧嚣世界中，保留一块属于自己的
安静“栖息地”，不妨从现在开始，

“强迫”自己一年读上五本、十本好
书吧。 无锡 孙维国

把读书这一“正餐”享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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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党中央安排部署，今年“五
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将以党中央、
国务院名义开展全国劳动模范和先
进工作者评选表彰。这是党的二十
大提出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
后，首次开展全国性劳模表彰。目
前，基层单位公示、初审、省级公
示、复审、全国公示等工作已全部完
成，提出今年拟表彰对象2426名，
其中全国劳动模范1670名，全国先
进工作者756名。

总体来看，拟表彰对象具有以
下三个突出特点。

一、坚持政治性。所有拟表彰
对象都经过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
部门的严格审核，均具有省部级表
彰奖励荣誉基础，在群众中享有较
高威信，政治立场坚定，遵守党纪国
法，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伟业作出突出贡献。

二、注重群众性。拟表彰对象
坚持面向基层、面向一线、面向普通
劳动者，以各行各业的一线劳动者
为主体。其中，一线工人和专业技
术人员903人，占比37.22%；普通农
业劳动者和农民工 321 人，占比
13.23%；机关事业单位的科研、教学
一线等人员634人，占比26.13%。

三、体现代表性。拟表彰对象
充分考虑行业领域、政治面貌、民
族、性别等方面的代表性。

行业分布方面，涵盖农、林、牧、
渔业，制造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
务和软件业等20个国民经济门类。

政治面貌方面，中共党员1986
人，占比81.87%；民主党派人士93
人，占比3.83%；无党派人士65人，
占 比 2.68% ；群 众 279 人 ，占 比
11.50%；共青团员3人，占比0.12%。

民族分布方面，覆盖 28 个民
族，少数民族241人，占比9.93%。

性别比例方面，女性585人，占

比24.11%。
年龄结构方面，35岁以下 113

人，占比4.66%；35—60岁2239人，
占比92.29%；60岁以上74人，占比
3.05%；平均年龄 47.09 岁；年龄最
小20岁；年龄最大72岁。

这些被表彰的劳动者是怎样
的？除了传统行业劳动者，更多新
兴行业、领域劳动者出现在名单中。

年龄最小的盛李豪，只有 20
岁，是 2024 年巴黎奥运会 10米气
步枪混合金牌得主；年龄最大的陈
锡洪，72岁，是四川金川鑫华果蔬
种植专业合作社成员，也是新型职
业农民和家庭式规模化养殖家禽的

“土专家”。
名单里，有工艺美术师、羌绣技

艺指导师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者，也有外卖骑手、快递接驳员、
家政服务培训师等新职业劳动者。

劳动最光荣，一个个名字，展现
出新时代劳动者的爱国心，创造

力。他们凭着热爱、匠心，把平凡的
工作做到了极致。

这是我国第17次评选表彰全国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新中国成
立后，1950年至2020年党和国家先
后召开了16次全国劳模表彰大会，
累计表彰先进个人3.3万多人次。

在历史的长河中，一大批先进模
范人物，为全国人民树立了光辉的学
习榜样。“边区工人”赵占魁，在高达
上千摄氏度的熔炉前挥汗劳动，从不
叫苦叫累；大庆“铁人”王进喜，立下

“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
油田”的铮铮誓言；“金手天焊”高凤
林，从一名普通焊工成长为航天发动
机焊接专家，攻克多项核心技术，成
为国家级技能大师……

这是党和国家给予劳动群众的
褒奖，也是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
匠精神在全社会的弘扬。让我们在
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
成就梦想。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

从村民用羽毛做成的卷轴画，
到乡村里“长”出的咖啡，再到“触
网出圈”的土鸡蛋、大闸蟹……这些
都是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关键靠
人。如何让年轻人愿意留在乡村，
如何依靠现代智慧农业促进乡村振
兴？越来越多的“新农人”投身“新

农业”，找寻各自的答案，奋力绘就
乡村振兴新图景。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
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壮大县域富民
产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培
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

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
总书记再次亲临江苏代表团审议时
指出，江苏要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和城乡融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等方面持续用力。
未来，相信会有更多有智慧、有

情怀的“领头雁”回到乡村、扎根乡
村，牢记嘱托，踏踏实实谋好利民之
策、办好利民之举，为乡村全面振兴
贡献青春力量。

2024年12月27日起，由江苏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研究中心出品、现代快报+制作推
出的“学习100”第三季——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短
视频上线。本集短视频聚焦营造一

流营商环境，跟着本期课代表——全
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建湖县高作镇陈
甲村党总支书记、天和生态农业合作
社理事长鲁曼，一起来学习。

稳岗返还政策
延续到年底

致敬劳动者，今年拟表彰2426人

如何描绘乡村振兴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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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22日从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三部
门近日印发《关于延续实施失业
保险稳岗惠民政策措施的通
知》，支持企业稳岗位，助力劳动
者提技能，兜牢失业保障底线。

通知明确助力企业稳定岗
位，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
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5
年底，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
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
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返
还比例不超过30%；社会团体、
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
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
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

在助力劳动者提升技能方
面，通知提出，继续放宽技能提
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
益范围至 2025 年底，对参保缴
费满1年、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
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参保
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发
放技能提升补贴。

通知加强重点支持，在每人
每年可享受1次补贴的基础上，
对取得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证
书的，还可增加 2次补贴次数；
推动证岗相适，提高补贴的针对
性和实效性，重点服务当地产业
发展、就业需要和企业岗位需
求。

通知还强调，要持续做好失
业保险金、代缴基本医疗保险
（含生育保险）费、价格临时补贴
等保生活待遇发放和大龄失业
人员保障工作。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