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部2月

8日发布财会监

督检查公告，公

布了对相关违法

违规会计师事务

所和企业作出行

政处罚的情况。

新华社 王鹏 作

严肃查处

3320252025..22..1010 星期一星期一 ❘❘ 首席编辑首席编辑：：罗丹琳罗丹琳 ❘❘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马丁马丁

新闻热线：0571-85310540 13857101115新闻热线新闻热线：：05710571--8531054085310540 1385710111513857101115 评论

吴峰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

的意见》提出，“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将老年教

育纳入终身教育体系”。研究及实践表明，老年人

的学习参与程度与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密切相关，发

展老年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老年教育服务的发展已具备一定基

础，老年大学规模持续扩大，办学能力不断提高。

与此同时，老年教育发展仍面临着资源不足、城乡

发展不均衡等问题。老年大学如何进一步向乡村

延伸，是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老年教育服务体系建

设的重点。

我国乡村面积广，老年人数量多，老年教育服

务的需求大；但也应看到，乡村老年教育的开展仍

面临一些实际挑战。例如，乡村地域广，村民居住

地相对分散，这对老年人参与教育活动带来行动上

的不便。此外，部分基层老年大学的教学内容与老

年人需求的匹配性有待提升，有的送教下乡项目不

能满足乡村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导致参与积极性不

高。因此，需要完善现有老年教育服务体系，使乡

村老年教育的供给能力、供给质量能够更好地满足

老年人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让更多乡村老年人老

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创新机制，鼓励多元力量举办老年教育，为乡

村老年人提供就近、便捷的教育服务。在一些地

区，老年教育举办面临经费不足的现实困难，而乡

村老年人的支付能力整体相对较低，对此，可以加

强政策支持，创造条件，鼓励从乡村走出去的人才

返乡举办老年学校，开展公益性老年教育。在环境

建设方面，可利用闲置乡村校舍等资源，作为开展

老年教育的活动场所。

优化老年教育内容，更好满足乡村老年人的需

要。乡村老年人的学习内容需要具有乡村本土特

色，贴近他们的生活需要与生活语言。例如，有的

老年大学深入挖掘当地传统民俗、非遗文化，有的

老年学校注重讲授种植知识，有的传授医学保健知

识、举办适合老年人身体特征的康养运动课程等。

鼓励城乡老年教育协同发展，推动银龄教师下

乡支教。支持鼓励城市老年学校与乡村老年学校

结对帮扶，助力乡村老年教育发展，实现老年教育

资源的区域共享。针对乡村老年教育师资的不足，

建议完善相关政策，推动退休教师、行业专家、能工

巧匠等到乡村老年学校支教，提升乡村老年教育师

资质量和教学服务水平。

此外，教育数字化手段能够创建灵活、丰富和

交互式的学习环境，使一些受制于时间、费用、交通

等障碍的老年人也能够获得学习机会，促进人人皆

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目前，依托国家老年大学

建设的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已汇聚大量课

程资源。未来，可以充分利用技术手段开展老年教

育，弥补线下老年教育资源的不足。

盛玉雷

最近，一则暖闻引起广泛关注，讲

的是云南大山深处一群孩子上学路的

变迁。

云南省宣威市尼珠河村，坐落在

峡谷谷底。曾经，孩子们上学是一场

艰难的跋涉，攀峭壁、过激流，狭窄处

要紧紧贴住崖壁才能通过；如今，坐电

梯、乘缆车，“空中校车”半小时直达校

园。

上学路不仅更安全，还有些“腾云

驾雾”的科幻感，孩子们的感受也从

“挺苦的”变为“蛮酷的”。这个令人愉

悦的故事里，可以聆听时代的足音，可

以感知人的精神，也可以感悟理念之

变。

这是一条永不放弃的奋斗之路。

峡谷深渊、悬崖陡壁，是出行的

“拦路虎”，也是教育的“隔离带”。为

了帮孩子们走出大山，爷爷那一辈

人，打了一些脚蹬手抠的石头坎；爸

爸那一代人，修建了像楼梯一样的栈

道……一代接一代、一棒接一棒，为

的是让知识在大山里流淌，阻隔贫困

的代际传递。

如今，这成为又一个“愚公移山”

的故事，持续建设出的通道，送山里娃

抵达更远的远方。

这是一条不可限量的发展之路。

“望天一条缝，望地一条犁”，世代

与世隔绝，如何一朝天堑变通途？关

键在发展理念的转变。当地发展生态

文化旅游项目，咖啡、酒吧、特色美食

等业态从无到有，全乡 300 多户 1600

多人，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农

旅结合，让村寨焕然一新，发展成形起

势。

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只是曾

经眼里的“穷山恶水”，如今成了“绿水

青山”。好风景，成为重要的发展资

源。

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奔跑，让农业

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村成为安居

乐业的美丽家园，让农民成为令人羡

慕的职业，一幅幅各具特色的现代版

富春山居图，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这还是一条不太一样的现代化之

路。

为了发展，当地引进旅游项目，

作为基础设施配套，建起了崖壁电梯

和索道缆车。为了民生，景区顺势开

通绿色通道，村民和学生免费优先乘

坐……

发展向前，民生向暖。一条脱贫

路、致富路，生动印证着“在发展中保

障和改善民生”的理念，经济发展与改

善民生良性循环，中国式现代化前景

无限。

尼珠河村不是特例，成千上万的

山乡已经被点亮。理念、思路的引领，

政策、资源的托举，让土地不再贫瘠，

能承载更多人的梦想。人们靠双手劳

动，改变命运，乘着时代的大潮创造幸

福。

这何尝不是一种隐喻？中国式现

代化是一条康庄大道，这条路能走得

通、走得远，但并不意味着一马平川，

有崇山峻岭，也可能有飞流急湍，必须

有一股子“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意

志和精神，“越是艰险越向前”，才能抵

达光辉的彼岸。

特约评论员 胡建兵

为解决社会广泛关注的“小案重罚”

和“类案不同罚”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于近

日发布《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

清单（一）》及《市场监管轻微行政违法行

为不予处罚清单（一）》。两张《清单》集中

在食品安全领域，对 12 种首次违法和轻

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这是在认真总结各

地执法实践，充分考虑违法行为危害后

果、当事人主观过错和获利情况的基础上

制定的。

“首违不罚”是指首次违法不处罚，主

要针对法律法规规定可罚可不罚的行为；

违法情节轻微，没有造成较大后果的行为；

处于萌芽状态，未造成严重后果且可恢复

原状，经制止立即停止的违法行为；尚未造

成社会危害或未引起消费者投诉、举报的

行为等。不少轻微违法行为，尤其是首次

违法行为，是在无意间发生的，并非当事人

刻意为之。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清单》，这

种柔性执法更彰显人性化。

一些单位和个人之所以违法违规，有

的可能对业务不熟悉、有的可能对法律法

规等不了解、有的可能一时疏忽，“一张清

单”为初犯的单位和个人兜底，“一次机

会”免除企业发展中的后顾之忧。“首违不

罚”体现教育为先的原则，执法部门对首

次、轻微违法违规的单位或个人不进行处

罚，而是批评教育，这样更能让对方接受、

更加明白自己错在哪儿，有利于及时改

正。

近几年，一些明显违背“过罚相当”原

则的“小过重罚”案件屡屡出现。例如，一

家餐饮店售卖“拍黄瓜”被罚5万元；74岁

个体户因销售一瓶价值78元的过期葡萄

酒被罚 5 万元；卖菜大姐开采耳店赚 500

元被罚22万元；一家夫妻店卖5斤芹菜被

罚 6.6 万等等。犯了小错就被重罚，令当

事人无法接受，也严重影响了当地的营商

环境。

实践中对一些小摊小贩、小微企业被

“小案重罚”“类案不同罚”，这既不符合法

律精神、不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也损害了

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甚至严重影响了当事

人的生产生活，令当事人产生严重抵触情

绪，不利于当事人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甚

至破坏其对法治的信赖。有了轻微违法行

为不予处罚《清单》，有关部门在行政执法

中既要严格执法、又要避免“小过重罚”，正

确行使自由裁量权，确保“过罚相当”；同

时，有关部门要履行“谁执法谁普法”的职

责，对这些经营户进行普法，以教代罚，避

免下一次违法违规。

行政管理部门有执法权，也有处罚

权。罚款，是为了处罚不正当经营行为，是

一种教育手段，而非目的。一个地方要想

增加财政收入，首先应该发展经济，要创造

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企业来投资。

通过乱罚款、顶格罚款等来增加非税收入，

这是在破坏营商环境，可能会使财政收入

递减。现在，国家已发布两张《清单》，各地

要严格执行，千万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要更好都打造营商环境，在高质量发展中

增加财政收入才是正道。

两张《清单》打造更好营商环境

让更多乡村老年人
老有所学

“空中校车”的暖意与深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