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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矿泉水，绿豆汤，防
暑药品……走进郑州金水区
户外劳动者驿站，就能看到这
样的防暑“套餐”。

烈日酷暑下， 敲黑板、划
重点，必须把好安全关。 高温
下，连续超负荷工作，容易中
暑；在气焊、气割作业中，高压
气体在烈日照射下温度上升、
体积膨胀，存在气瓶爆炸伤人
风险；降温避暑导致用电量激
增，触电、火灾等安全事故多
发……高温天气影响生产生
活， 有效应对关乎安全大事。
各部门必须扎扎实实“预”字
当先、“实”字托底，才能在高
温“烤”验下保安全、护民生。

气象部门要密切关注天
气变化，做好监测、预报、预警
工作， 通过公共媒体及时、精
准发布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
提醒群众做好防护。 城建、城

管等部门要加强对工地等场所
的安全监管， 合理安排劳动时
间，尽量避开高温时段。教育部
门要督促、 指导学校做好安全
工作， 避免高温时段开展户外
运动及教学活动。 文化广电旅
游部门要提醒各级景区做好保
障工作， 确保降温设施设备正
常运行。家庭要安全用电，全面
检查家中电线线路， 合理使用
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 以免
超负荷运转造成温度过高而引
发火灾。 群众要避免长时间户
外活动， 采取有效的遮阳防晒
措施， 保护好老弱病残幼等特
殊群体。

在做好防高温、 抗干旱工
作的同时，还要绷紧防汛
“安全弦”， 严防旱涝急
转。 研判年度雨情、汛情
形势， 研究制定措施，安
排部署工作，开启以演促

训、 以练备战模式……近日，河
南省消防救援总队组织开展“守
护中原·2024” 洪涝灾害抢险救
援实战演练，全面做好抢险救灾
各项准备。

高温来“打卡”，消暑要“用
心”。 加强高温作业劳动保护监
督检查，开放人防工程，大型商
超延长营业时间……近年来，每
逢“桑拿天”， 河南各地多措并
举，保障供水供电安全，稳生产
保民生；及时推出“纳凉”地图，
做好公共服务，市民多了避暑纳
凉好去处。 高温可能多频次“打
卡”，应对并非一日之功。倾情倾
力服务，筑牢安全堤坝，就能营
造清凉、呵护民生。 ①2

高温“烤”验 用心做好“答卷”
□李晓星

●在生活中， 令人惭愧的不是别人比你
优秀，而是昨天的你比今天的你优秀。

●嫉妒， 是发自心底对另一个人最大的
认可。

●不要向生活抱怨， 因为所有的抱怨都
有求饶的意味。

●任何事情都是不做就不会知道， 不经
历就没有体验。

●快乐的人不是没有痛苦， 而是不被痛
苦所左右。

●接受不了爱人的缺点， 就没有资格拥
有爱人的优点。

●永远不要以为我们可以逃避， 我们的
每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结局，我们的脚步正
在走向我们自己决定的终点。

●不管正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我
们都只有一个选择：虽然痛苦，却依然要快
乐，并相信未来。

●人生最遗憾的不是过错，而是错过，看
不见眼前那些最珍贵的，反而去等待那些虚
无缥缈的。

●不要妄想事情变得简单， 还是期待自
己能做得更好吧。

●品格不是由你占有的东西决定的，而
是由你缺乏的东西塑造的。

●为你的烦恼和忧伤垫底的， 从来不是
别人的不幸和痛苦，而是你自己的态度。

●做人要懂得取舍， 不能过着八戒的生
活，却想要猴哥的身材。

●真正重要的东西， 总是没有的人比拥
有的人更清楚。

●世界上最浪费时间的三件事：担心、责
怪、评判他人。

●如果你想得到信任，真诚一点；如果你
想变得真诚，活得真实一点；如果你想活得
真实，做自己就好。

●若想要得到，就别只是期望。
●学会释怀， 不要让一片阴云永远遮住

你心中的阳光。
●暑假里最大的谎言———今天要早睡，

明天要早起。
●不要光记着看别人， 反而走错了自己

脚下的路。
●把别人对你的诋毁丢进尘土， 把别人

对你的恩惠刻在心头。
●依赖别人不如相信自己， 期待奇迹不

如静心做事。
●能够成就事业的人， 并不见得特别聪

颖、能干，只是比别人多了一份决心，即知即
行，而且贯彻到底。

●倚富者贫，倚贵者贱，倚强者弱，倚巧
者拙。

●多思不如养志，多言不如守静，多才不
如蓄德。

●久利之事勿为，众争之地勿往。
●人开始时往往为梦想而忙， 后来却因

忙碌失去梦想。
●思虑太多，会失去做人的乐趣。
●人一生下来就会哭， 笑是后来才学会

的，所以忧伤是一种低级的本能，而快乐是
一种更高级的能力。

———摘自图书珍藏书目郭同春校长编著的

《精粹语言汇编》

日前，《法治日报》 报道了
一起案例： 一名年轻人为了偿
还贷款，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先
后从 9 个平台借贷，“以贷养
贷”， 原本 8000 元的债务变成
了 8 万余元……

还记得网剧《开端》吗？ 一
对年轻人困在即将爆炸的公交
车上，陷入“时间循环”。在这部
网剧中，“上车” 看似一个“开
端”，其实是无数次“循环”。 网
络贷款就像《开端》里的那辆公
交车， 你以为自己只是第一次

“上车”，其实却是恶性循环，玩
的是“新贷平旧账”的“滚雪球”
游戏。

拆东墙补西墙， 向来不长
久。“以贷养贷”的恶性循环，
让不少年轻人困在其中。“不
敢记账， 不敢细想来龙去脉”
“就算不吃不喝， 也得三四年
才能还清” ……身陷网络贷款
的年轻人，有的利息负担越来
越重，根本无力偿还；有的频
繁逾期、违约，影响个人信用；
有的因为背负巨大压力， 产生
心理问题……

事实上，“负债者联盟”
不是一个小群体。 统计数据
显示，在我国年轻人群体中，
负债的人占比超过 70%。 可
以说， 大部分年轻人现在正

花着“明天的钱”。 虽然“超前消
费”理念无可厚非，但必须注意的
是，“网络贷”“套路贷” 容易诱导
年轻人“一步错、步步错”，深陷泥
淖，难以自拔。 都说“解铃还须系
铃人”，“以贷养贷”的“系铃人”之
一正是年轻人自己。 从这个角度
来说， 年轻人必须弄清楚网络贷
款的重重“套路”，“恶补”金融知
识、法律知识，只有这样，才能摆
脱“套路”、免陷“循环”。 ①2

跳出“以贷养贷”恶性循环
□庹亚男

南都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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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听我说

“4 年前， 为了备战高考，
我在山坡上寻找网络信号；4
年后，我站在这里，向培育我
的母校、帮助我的老师和并肩
前行的同学，道一声感谢！ ”日
前， 在西南大学 2024 届毕业
典礼上，毕业生代表范天兰的
发言感动了很多人。

范天兰的家在海拔 2500
多米的一个山村。 2020 年 2
月，她就读的高中组织老师和
学生上网课。 受地形影响，她
家里的手机信号很弱，她只好
到附近的山坡上寻找更好的

网络信号上课。山上寒冷，她不
仅得穿上厚厚的羽绒服， 还得
带上棉被御寒。

范天兰的刻苦， 感动了很
多人。最终，她没有辜负大家的
期待， 以高分考入西南大学地
理科学学院， 成为一名公费师
范生。在大学里，她一边努力学
习专业知识， 一边积极投入科
研、参加比赛、投身实践。 爬贺
兰山、穿越毛乌素沙地、考察大
同火山群……她用脚步丈量书
本介绍的地理世界， 探索师范
生的专业成长之路。

一转眼 ，4 年过去
了， 范天兰大学毕业，交
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
单：全国研学课程设计大
赛全国选拔赛特等奖、全

国优秀地理教研成果评比论文一
等奖、 主持一项国家级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项目、 以第一作者身
份发表两篇论文……

梅花香自苦寒来。范天兰在
山坡上寻找网络信号时，找的不
仅是网络信号，更是知识改变命
运的道路。正如网友们对她的祝
愿那样：“愿你吃过的苦，照亮你
前行的路。 ”

山坡找网女孩一路沐光而
行，如今成了一道光———回到家
乡任教，帮助跟她当年一样努力
走出大山的孩子们。

范天兰的人生蝶变故事告
诉我们，只要肯追寻，梦想就不
会掉线。无论山多高、路多远，坚
定信心勇敢走下去，就一定会实
现梦想。 ①2

只要肯追寻 梦想就不会掉线
□徐汉雄

每日箴言
南阳华龙高级中学
告诫广大学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