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至刚
前段时间，一则“大爷无健康码徒步

千里”的新闻引起热议，由于老人没有随
身携带智能手机，无法扫码乘车，几小时
的车程生生走了大半个月。随后官方辟
谣，大爷实际上乘坐了火车，并无网传徒
步千里的情况。但关于老年人在数字时代
面临种种不便甚至遭歧视的讨论，并未就
此打住。所以，网友就调侃：“真是越来越
不敢老了。”

新闻虽假，问题却是真的，公众的担
忧不无道理。疫情期间，全国多地都发生
过老年人无法扫描健康码的事件。而在日
常生活中，随着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医
院预约挂号、地铁刷卡进站、超市扫码支
付等场景，都离不开智能手机，电子“便
利”的另一面，却是不少老年人寸步难行
的电子“障碍”。

对老人来说，受限于认知和行为能力
等因素，智能手机的学习成本高是再正常

不过的事。一个人性化、有温度的社会，
不能强行将没有“奔跑”能力的老人推上

“快车道”，而是要尊重其在“快时代”中
依然保留的“慢权利”，并为保护这一权利
完善相关制度体系和公共政策，让老人

“慢”得更舒心，“慢”得更满意。
小小智能手机所折射的，不仅是一场

关于时代进步的“快慢之争”，更是一个多
数大众利益和少数弱势群体权益如何平衡
兼顾的问题。当社会默认所有人会使用智

能手机时，牺牲的是少数还在使用老年机
甚至没有手机的老年人的利益；当社会默
认所有人视力和四肢健全时，牺牲的是需
要盲道导航和轮椅出行的残疾人的利益；
甚至随着社会评价标准的变化，每个人都
可能沦为某一方面的弱势群体。

在这个意义上，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
将主流群体之外的弱势群体纳入考量范
畴，这不仅是城市温度的体现，更关乎每
一个人的切身利益。

“快时代”和“慢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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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曹 平
考察和评价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科

学、是否先进，一个重要方面是看其如何
应对危机、应对效果如何。面对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上下万众一心、众
志成城，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
国效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认为，中
国做出了强大且令人印象深刻的反应。世
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中国展现
的领导力和政治意愿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中国抗疫故事彰显了中国制度的威力，让
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有了新的认识。

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
和长期性。应对突发危机、降低风险影
响，要发挥制度的威力。制度稳定有助
于稳定大局、安定人心，有助于人们从
容应对挑战、化险为夷。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当

前，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上下
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努力下，全国疫情
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
恢复的态势不断巩固和拓展，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积极
成效。实践证明，在这次大考中，我国
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发挥显著优
势、激发强大效能、凝聚磅礴力量，成
为战胜疫情的坚强保障。

疫情防控需要各方面、各环节迅速行
动起来形成合力。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
理体系具有包括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
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内的多方
面显著优势，能够在急难险重关头高速高
效运转。疫情发生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学研判形势，果
断决策、迅速部署。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
领导下，全国全社会都组织动员起来。各
地医疗队、医护人员驰援抗疫前线，19

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极短时间建成火神
山、雷神山两座医院……我国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展现出令世界惊叹的高效，
为世界各国遏制疫情争取了时间，为早日
恢复正常生产生活赢得了主动。

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
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在这个关键时刻遭
遇严重疫情，我们有条不紊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建立同疫
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各地
区、各部门按照党中央关于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部署要求，根
据实际分区分级精准施策，从实施专项贷
款、财政贴息为企业解决融资困难，到提
供交通条件接员工返程为企业解决用工困
难，一系列针对性强的政策举措出台，保
障了复工复产有序推进。事实证明，我国
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仅扛得住短期
冲击，还能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

遇。
通过与疫情斗争，我们看到了重大疫

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等方面存在的短板，看到了应对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能力上的不足。一个伟大的民
族，总是善于从灾难中学习、从磨砺中奋
起。我们要加快补短板、堵漏洞、强弱
项，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制
度防线筑得更牢固。以化解矛盾、解决问
题为契机，不断进行自我革新、自我完
善，这正是我们的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生命
力的生动体现。

只有制度更成熟、更强大，应对风险
挑战才更有依托、更有底气。过去我们依
靠制度优势战胜了许多艰难险阻，今天我
们也一定能够发挥制度威力战胜这场疫
情。我们要继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让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进一步
彰显出来。

疫情防控彰显制度优势

■张剑锋
《说文解字·卷二·辵

（chuò） 部》：“辵，乍行乍止
也。从彳从止。凡辵之属皆从
辵。”“辵”由“彳”和“止”
组 合 而 成 ，“ 彳 ” 为 道 路 ，

“止”为脚，二者组合，会意为
在路上行走。本义是指忽走忽
停，步履踌躇。组字时演变作

“辶”，称“走之旁”。
辵 （辶） 部的字大都跟人

在路上行进有关，字义或指向
道路本身，如道、途、迪、逶
迤等；或指向行进的方式或状
态，如返、进、退、巡逻、追
逐、迅速、遑、迟、逗、迷、
邂逅、逍遥等；或指向路途的
远近，有的表示路途远，如遼
（辽）、邈、远、迥、遐；有的
表示路途近，如逼、迫、迩；
或 指 向 行 进 的 目 的 ， 如 造 、
过、迻 （移）、遷 （迁）、遁、
逃、遣、送、选、避、迂等。

道，本义指道路。字形从
辵从首，首代指人，二者组
合，会意人行于路上，字义侧
重表供人行走的道路。《说文解
字·辵部》：“道，所行道也。
从辵从首。一达谓之道。”即通
往一个方向的路叫道，而通往
四个方向的路叫衢。

道由供人行走的现实的路
虚化引申指抽象的路，即活于
世间需遵循的法则、规律等，
如道理、道义。也引申指方
法、途径，如养生之道、生财
之道等。

途，本义为道路。《说文》
未收途字，《玉篇》：“途，路
也。”《广韵》：“途，道也。”组
词如路途、旅途、日暮途穷。

返，本义指回归，返回。
《说文解字·辵部》：“返，还
也。从辵从反，反亦声。《商
书》 曰 ：‘ 祖 甲 返 。’ ” 如
唐·崔颢 《黄鹤楼》：“黄鹤一
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还 ， 本 义 指 返 回 ， 音
huán，其繁体为還。《说文解
字·辵部》：“還，复也。从辵
瞏声。”还还读为 hái，为副
词，表依然、又等义。

进，本义为向前方运动，
与“退”相对。其繁体为進，
从辵从隹——隹为短尾鸟，鸟类
只会向前飞而不会倒着飞，所以
从 隹 。《说 文 解 字 · 辵 部》：

“進，登也。从辵閵省声。”
巡逻，在路上来回走动

（巡回视察）以保障安全。
迅速，快速地移动。

造，本义指前往、到……
去。《说文解字·辵部》：“造，
就 也 。 从 辵 告 声 。 谭 长 说 ：
造，上士也。艁，古文造从
舟。”组词有造访、造门、造胜
等。后假借为“作”，意思是制
作、建造、创造等。

适，本义是到、前往。其
繁 体 为 適 。《说 文 解 字 · 辵
部》：“適，之也。从辵啻声。
適，宋鲁语。”如 《诗经·魏
风·硕鼠》：“适彼乐土。”适也
用于特指女性出嫁，如 《孔雀
东南飞》：“贫贱有此女，始适
还家门。”

迹，本义指足迹、脚印。
《说文解字·辵部》：“迹，步处
也。从辵亦声。蹟，或从足
責。”如温庭筠 《商山早行》：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引申指各种痕迹，如笔迹、遗
迹、事迹。

迈，本义指远行，其繁体
为邁，字形从辵从萬，萬表数
量多、路途远，与辵组合，会
意到远方去。《说文解字·辵
部》：“邁，远行也。从辵，蠆
省声。”

徒，本义为步行。《说文解
字·辵部》：“徒，步行也。从
辵土声。”古代打仗时，战车上
的兵叫“甲士”，在车后步行的
兵叫“徒”，后作为某一类人的
统称，如韩愈《师说》：“郯子之
徒其贤不及孔子。”贾谊《过秦
论》：“（陈涉）迁徙之徒也。”

随，本义是跟随、跟从。其
繁体为隨。《说文解字·辵部》：

“隨，从也。从辵，隋声。”
逝，本义是离去。《说文解

字·辵部》：“逝，往也。从辵
折声。读若誓。”如柳宗元《小
石潭记》：“俶尔远逝，往来翕
忽。”引申指消失、去世。

迎，本义是遇、相逢。《说
文解字·辵部》：“迎，逢也。
从辵卬声。”

逆，本义为迎，迎接。《说
文解字·辵部》：“逆，迎也。
从辵屰声。关东曰逆，关西曰
迎。”如《左传》：“宣公如齐逆
女。”因迎接对方时定与对方行
进方向相反，所以引申出违
背、抵触、背叛等义。如 《史
记》：“且以一璧之故，逆强秦
之欢，不可。”

运，本义指运动、运行、
运转。其繁体为運，《说文解
字·辵部》：“運，移徙也。从
辵軍声。”如《易经》：“日月运
行。”后引申指运输、搬运等。

辵（辶）
■朱润洲
发展理念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

管长远，直接关乎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把握时代大势，鲜明提出要坚定不移
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
发展理念，引领中国把握时代机遇、破解
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这五大发展理
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联系
的集合体。其中，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
条件。绿色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
明理论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的
创新理念，是深刻体现新阶段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规律的重大理念，具有深刻理论
性、实践指向性等鲜明特征，成为指引我
国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导向、路径模式和主要抓手。

绿色发展体现产业转型升级的目标导
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构建
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解
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重点是调整经济
结构和能源结构，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
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实现
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连接。当今世
界，生态环境已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
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环境就是保

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我
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
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
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
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
展。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是有机统一、
相辅相成的。我们要探索一条以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子。其中，推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
升我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就必须坚持
绿色发展的目标导向，更加自觉地推动
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构建
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
的绿色产业结构和绿色生产方式，形成
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要看到，产业
转型升级就是为产业加“竞争力”，为生
态环境减“破坏力”，要以问题为导向、
以效率为中心，加快产业从低附加值转向
高附加值，从粗放转向集约，促进我国产
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不断增强
产业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绿色发展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模
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人们对于良好生态产品的需求越
来越迫切，必须不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我们要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
方式，就要坚持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
要求落实到产业升级之中，走绿色文明发
展新路。在模式和路径上，要坚持绿色循
环低碳方向，通过优化产业结构，走科技
先导型、资源节约型、生态保护型的发展
之路，实现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两
难”向两者协调发展的“双赢”转变，做
到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同步推进。具体而
言，要持之以恒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坚持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
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浪费；要坚持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推进产业绿色升级改造，
降低能耗物耗，减少污染物排放；要推动
能源产业清洁化转型，加快发展生态利用
型、循环高效型、低碳清洁型和环境治理
型等产业，走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绿色产
业发展之路。

绿色发展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抓
手。要认识到，以生态促发展、推动产业
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是必由之路。我们必
须把绿色发展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抓
手，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

向，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产
业转型升级相结合，突破一批工业绿色转
型核心关键技术，促进传统产业智能化、
清洁化改造。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适应 5G、人工智能、智能网联汽车、数
字经济、在线医疗、远程教育等产业发展
需求，加快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支撑
产业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培育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发展
新动能。此外，还要正确处理拉动消费与
保护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加快推动发展
以商贸业、文化产业、旅游业、健康服务
业、法律服务业、体育产业、养老服务业
等为主要内容的生活性服务业，为人民提
供绿色化程度更高的服务产品，通过促进
绿色消费，提升产业绿色化水平。

总之，绿色发展理念以人与自然和谐
为价值取向，以绿色低碳循环为主要原
则，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本抓手，强调经
济与生态的良性循环。坚持绿色发展理
念，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形成绿色发展方
式和生活方式，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
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形成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的新格局，从而不断推动我国生态
文明迈上新台阶。

坚持绿色发展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甲骨文 楷书小篆 隶书

■闲 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