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要闻 2024年4月17日星期三
责任编辑谢彦宁 美术编辑翁浩强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青年时评

□青年报评论员 张逸麟
一位 70 岁的老人最近上传

了一个视频，在火车卧铺车厢

中，下铺的年轻乘客挂起了帘

子，引发了这位睡在上铺老人的

不满，认为自己被剥夺了坐在下

铺休息的权利。对此12306官方

回应，没有不让挂围挡的规定，

在不影响其他乘客的情况下，通

过个人协调来解决。

事发后，网上的评论几乎一

边倒地指责老人，所谓“倚老卖

老”“给你坐是情分，不给是本

分”之类的声音高涨。声讨一边

倒，未必就一定有普遍性，因为

年轻群体活跃在网络上，而帘子

这一边的老年人群体，在网络空

间处于“失语”状态。

帘子矛盾的产生确实有两

代人认知差异的因素。老一辈

在成长过程中，往往强调集体主

义和家庭价值观，所谓遇到就是

缘分，当陌生人临时组成小团体

时，有一种自来熟，认为上铺乘

客借坐下铺就是一种人情世故。

而当今的年轻人更注重社

交的边界感，拒绝社交超载，重

视独立空间。一位租房设计师

曾表示，在最近5套面向青年客

户的住房设计中，有4套摒弃了

客厅，这种“去客厅化”是对边界

感的延伸。甚至将“去客厅化”

的心理延伸到卧铺车厢这样公

共与私人相杂的空间，用帘子来

筑起心理舒适区的护城河。可

见，隔代人确实不容易产生社交

共鸣。

在卧铺车厢挂帘子，不代表

年轻人没素质、社交冷漠。媒体

人罗振宇说过一句话：“我们在

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尊严和人

格空间的前提下，尽可能对他人

释放善意。”这种善意的释放是

在认知范围内的主动行为。很

多青年人厌恶讨好型人格，更厌

恶“道德绑架”和“情感绑架”，往

往会产生逆反心理，甚至关闭所

有的社交通道。如果老一辈无

法理解年轻人的这种心态，那么

类似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

老一辈和新一辈有观念差

异，是正常现象。我们更应该警

惕的是事件在传播过程中引发

的代际撕裂。这道帘子对立的

根源，不是老年人与青年人，而

是公共共享与私人空间的对

立。视频中老人动辄说“年轻人

怎么怎么”，还有网友以这个事

件为由，发起对老年群体的攻

击，这些强行“贴标签”的行为只

会带偏节奏。所谓边界感，是人

心理上的舒适区，这种界限通常

是个性的，也是临时性的，在不

同情境下有着自我调节机制。

在谈论边界感时，只强调群体

性，或者只强调个体性，都是偏

颇的，只会恶化群体对立，对于

根除问题没有任何建设性。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一个

热门的流行词叫作“理解万岁”，

当时是由一位退伍军官与一位

大学生交流时提出的，旨在通过

理解与沟通来化解社会矛盾。

在那个互联网并不发达的时代，

这个词依然依靠巨大的共鸣始

终保持热度，时至今日，依然是

很多矛盾的缓和剂。所谓“理解

万岁”，不是简单的和稀泥，也不

是各退一步，即便往后退，那道

帘子依然存在，个人或群体的对

立并不能消除。唯有各进一步，

尝试站在别人的角度回头看帘

子，才能真正懂得尊重不同的认

知，真正实现包容和理解。

作为火车的运营方，更应该

去理解各个年龄群体乘客的不同

服务需求。卧铺车厢“上下铺座

位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恰恰是

因为列车运营方把问题丢给了乘

客，试图通过列车员和稀泥式的

调解，让双方各退一步。这种一

直在现场、又一直不在现场的懒

政，只会让卧铺的帘子越拉越

多。唯有在卧铺设计、规章制定

上不断进步，合理利用空间，既考

虑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也能兼

顾个人隐私的需求，方能解决公

共共享与私人空间之间的矛盾，

真正摘除那一道道帘子，让卧铺

车厢成为和谐小社区。

一帘之隔，
凸显“理解万岁”永不过时本报讯 2024年太湖流域片

省级河湖长联席会议全体会议
昨天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全
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部署下阶段工作安排，推
动高水平建设太湖流域片幸福
河湖。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总
河长、联席会议轮值召集人龚
正，水利部副部长朱程清出席会
议并讲话。

龚正指出，深入落实河湖长
制，是加快建设美丽太湖的内在
要求，是促进太湖流域片区域协
调发展的重要保障，是推动太湖
流域片水利高质量发展的现实
需要。我们要以深入落实河湖
长制为抓手，强化流域统一规

划、统一治理、统一调度、统一管
理，更好地推动太湖流域片跨区
域协同治理。

龚正指出，要聚焦重点、狠
抓落实，统筹考虑水环境、水生
态、水资源、水安全，加快推进
太湖流域片幸福河湖建设，努
力当好新时代河湖保护治理标
杆。要改善水环境，坚持精准
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既
要加强源头治理，减少污染物
入水，又要加强水体治理，改善
河湖水质。要修复水生态，推
动水生态整体性保护、系统性
修复，开展河湖治理专项行动，
着力提升河湖生态系统多样
性、稳定性、持续性。要保护水
资源，深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
完善水资源刚性约束机制，加

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要保障
水安全，抓设施建设，抓调度管
理，抓应急处置，全力防御水灾
害，守牢安全底线。

龚正指出，要牢固树立流域
“一盘棋”思想，充分发挥太湖流
域片省级河湖长联席会议作用，
凝聚新时代太湖流域片治水护
水的强大合力。要强化责任担
当，完善河湖管理保护机制，把
责任落实到人、具体到事。强化
共保联治，进一步强化联合会
商、联合巡查、联合执法、联合监
管，推动跨界河湖共建、共治、共
享。强化社会参与，充分调动民
间河长、企业河长、护河志愿者
等社会力量参与河湖保护治理
的积极性，凝聚全社会爱水护水
共识。

本报讯 上海市市长龚正昨
天会见了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首席执行官林昭杰一行。

龚正说，当前，上海正聚焦建
设“五个中心”重要使命，深化高
水平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作为中
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仍
然是外商最青睐的投资首选地之
一，也是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布
局的首选地之一。新加坡政府投

资公司是上海发展的参与者、见
证者，欢迎持续参与“五个中心”
建设，引入先进理念和重要机构，
拓展投资领域，继续深耕上海、投
资上海、推介上海，助力上海高
水平对外开放。同时，欢迎公司
深度参与上海现代化产业体系
建设和城市更新，在助力上海经
济发展的同时，实现自身更好发
展。上海将一如既往地优化营
商环境，助力各类企业在沪实现
更好更大发展。

林昭杰说，新加坡政府投资
公司的投资遍布40多个国家和地
区，到上海投资已经20年，取得了
良好的回报。我们一直在扩大对
中国的投资，涉及各种不同领域，
并始终对上海发展前景保持乐
观。当下，亚洲及中国的资产估值
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消费等诸多领
域都有上升空间。希望与上海市
政府持续深入交流，寻找与本土企
业更多的合作机会，支持中国的创
新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龚正会见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首席执行官

欢迎拓展投资领域继续深耕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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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高水平建设幸福河湖

记者16日从最高人民法院
获悉，目前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形
势依然严峻，校园暴力问题不容
忽视。近三年来未成年人违法
犯罪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人民
法院2021年至2023年共审结未
成年人犯罪案件73178件，判处
未成年人罪犯98426人，占同期
全部刑事罪犯的2%至2.5%。

最高法公布的数据同时显

示，对于已满12不满14周岁未
成年人杀人、重伤害犯罪，2021
年3月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以
来，人民法院共审结此类案件4
件4人，犯罪人年龄在12至13
岁之间，被依法判处10至15年
有期徒刑。

最高法提出，人民法院对未
成年人犯罪坚持贯彻“教育、感
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的原则，积极采取适
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方
式，强调审判既要成为对失足未
成年人惩戒处罚的公堂，又应作
为挽救教育的课堂。处罚上坚
持“宽容但不纵容”，对于主观恶
性深、危害严重、特别是屡教不
改的，该惩处的依法惩处，发挥
警示教育作用，还被害人以公
平，示社会以公道。 据新华社电

最高法：对未成年人严重犯罪该惩处的依法惩处

今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
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一季度
收官，中国经济表现如何？

国家统计局16日发布的数
据给出了答案：一季度，中国国内
生产总值（GDP）296299亿元，按不
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3%。

5.3%的 GDP 增速，高于此前
部分市场机构的预测。如何看
待这一增速？

首先，5.3%的增速是有支撑
的。一季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6%，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
37.3%；服务零售额增长10%，服
务 业 对 经 济 增 长 贡 献 率 为
55.7%。工业和服务业对GDP 增
长的贡献率超过90%。

其次，5.3%的增速是符合实

际的。GDP用生产法核算，用支
出法验证。一季度，全国固定资
产投资同比增长4.5%，扣除物价
后实际增长5.9%；社会消费品零
售 总 额 增 长 4.7% ；出 口 增 长
4.9%。三大需求指标跟GDP的增
长相匹配。

最后，5.3%的增速和实物量
指标增长相吻合。观察经济运
行，实物量指标是个重要参考。
一季度，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9.6%，工业用电量增长8%左右，
货运量增长5.3%，营业性客运量
增长 20.5%，港口货物吞吐量增
长6.1%；3月末M2余额同比增长
8.3%。

“国民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
势，开局良好。”在16日举行的国

新办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作出
如此判断。如何理解这一判
断？我们可以从四个关键词来
分析：

持续回升。从生产来看，第
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
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
长 3.3%、6.0%和 5.0%；从需求来
看，投资、消费、进出口指标稳中
有升。

起步平稳。从四大宏观指
标来看，GDP比上年四季度环比
增长1.6%；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
值为 5.2%，比去年同期下降 0.3
个百分点；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CPI）同比持平，扣除食品和能
源 价 格 的 核 心 CPI 同 比 上 涨
0.7%；国际收支总体平衡。

稳中有进。一季度，规模以
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5%，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达到85.5%，单位GDP能耗同比下
降0.1%，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进出口总额增长5.5%，全国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2%，
高质量发展继续取得新进展。

开局良好。经济运行的稳
定性、协调性增强，经营主体信
心持续提升。3月份，中国制造
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在连续5
个月收缩后升至 50.8%，其中，
中、小型企业PMI12个月以来首
次升至扩张区间。

开年以来，中国经济向上生
长、向好突破的力量持续迸发：
甘肃天水麻辣烫走红、云南芒市

等“小机场”城市旅游火爆；我国
自主研制的AG60E电动飞机实现
首飞、海上第一深油气井投产；
春耕春播平稳有序推进，全国稻
谷、玉米意向播种面积有所增
加；全国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
单发布、试点扩大电信领域对外
开放……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一季度，中国经济开局良好，提
振了经济发展信心，为实现全年
目标任务打下了较好基础。

近日，高盛、花旗分别发布
报告表示，预计中国政府设定的

“5%左右”的GDP增速目标可以实
现，并上调对 2024 年全年中国
GDP增速预测，为中国经济前景
投下信任票。 据新华社电

一季度GDP同比增长5.3%
中国经济实现良好开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