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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出“中国强”
■新华社记者 刘良恒

9 月 10 日， 备受瞩目的 2019
世界计算机大会在长沙开幕。 这
一国际性、 前沿性科技盛会汇集
全球 “计算机人 ”，聚焦计算机生
态 、计算机未来 、网络安全 、人机
连接、AI 算法、 新型计算等领域，
碰撞思想、探讨未来。

一部人类进化史， 也是一部
工具进步史。 从茹毛饮血、刀耕火
种 ，到遨游太空 、万物互联 ，人类
社会走过漫长而艰辛的发展历

程， 也创造出璀璨夺目的现代文
明。 当今世界， 人类早已经深度
“沉浸”在“信息化海洋”之中。

计算机，就像石器、青铜器之
于文明起源，铁器之于封建社会，
蒸汽机之于工业革命， 电力之于
新工业浪潮， 都是决定历史走向
的 “主角 ”，奠定了人类社会由农
业化、工业化向信息化、智能化迈
进的坚实基础， 在极大程度上推
动了人类文明进步。

过去几十年间， 我国计算机
事业从 “跟跑 ”到 “并跑 ”，再到局
部“领跑”，实现了大发展，取得了
大成就、大影响。 尽管广泛应用计
算机晚于西方， 但依靠不懈奋斗
和创新追求 ，从 “银河 ”的历史性
突破 ，到 “天河 ”“神威 ”等一系列
超级计算机， 我国在全球范围内
树立了 “中国速度 ”的响亮品牌 ，
创造出高铁、 扫码支付、 共享单
车、网购等“超级应用”。

但应清醒地认识到， 我国是
计算机大国， 却还不是计算机强
国。 作为全球最大的计算机制造
基地， 目前我国计算机产业规模
位居世界首位，但高端芯片、自主
操作系统等“卡脖子”问题依然很
突出，在尖端前沿领域与世界“领
跑者”还有较大差距，受制于人的
局面短期内还无法彻底改变 ，亟
待实现从“大”到“强”的转变。

当前全球计算机产业正处于

发展的“十字路口”。 一方面，传统
计算机产销接近天花板， 摩尔定
律逼近极限，发展前景不明。 另一
方面， 量子计算等新型计算技术
不断涌现， 计算机迎来全新发展
空间。 对我国计算机事业来说，前
行路上挑战与机遇并存。 在这个
关键节点上，把握并紧跟“计算万
物” 的时代潮流， 才能做到不落
伍，不掉队。

毫不夸张地说， 谁的计算能
力强， 谁就能引领人类未来发展
潮流。 我国计算机事业要实现从
“大”到“强”，一方面，要坚持自力
更生， 加大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
的投入和研发力度， 着眼未来几
十年的发展，培养储备尖端人才；
另一方面，要放眼世界，注重借鉴
吸收，搭建更多交流平台，汇聚全
球智慧，研判未来趋势，共商发展
大计，共谋长远发展，共同迎接人
类文明的新曙光。

（新华社长沙 9 月 1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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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有关文件规定，自 2015 年 1 月起，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等
名目的费用。 4 年多过去了，安徽省蚌埠市一些企业仍被要求缴纳每人每月 10 元的
档案托管费。

接到群众反映的问题线索后，国务院第六督查组前往蚌埠市暗访核查，发现该
市人社局下属事业单位出资成立的一家国有企业，向一些企业和个人收取档案托管
费。 蚌埠市人社局负责人表示，立即停止收取这项费用。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有文化资源 更要有文化自觉

■王玉琳

随着国产动画电影 《哪吒之
魔童降世》成为中国票房榜亚军，
“哪吒故里” 之争再次引发热议。
据报道， 已有至少 5 个地区公开
宣称，自己是货真价实的“哪吒故
里”。 哪吒出世的陈塘关、闹海的
九湾河、 显圣的翠屏山祖庙等神
话场景 ，都在现实中被 “考证 ”出
了确切的地址。

作为我国传统学术中的重要

方法，考据之学的特点在于实事求
是、无证不信，而考证名人故里正
是考据学的内容之一。这既是对历
史的尊重与传承，也是对区域文化
资源的整理与挖掘。 但也要看到，
当前一些地方的名人故里之争已

经超越了学术范畴，有的是神话人
物、虚构角色，争论纯属无中生有；
有的罔顾价值导向，连“污点名人”
的籍贯也要争上一争。

历史文化名人故里、故居、文
物，记录着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
在全民旅游时代， 如何合理开发
利用地域人文历史资源备受关

注。 但盲目争夺名人故里，实际上
打的还是 “文化搭台 ，经济唱戏 ”
的算盘。 借电影放映再度走热的
故里之争 ，划块地 、建个庙 、办个
节、立个像的“故里模式”，往往流
于蹭热度变现、低水平修建、同质
化开发。 加上配套设施跟不上、IP

挖掘浮于表面， 很难给游客带来
美好的体验。早在 2010 年，原文化
部与国家文物局就下文叫停恶俗

名人故里炒作， 不宣传有争议未
认定的名人故里、 不命名虚构人
物故里。 但在利益的驱动下，类似
的歪点子、快法子仍不时出现。

哪吒故里是假， 但文化传承
是真。 哪吒作为民间广为流传的
神话人物， 存在相对集中的崇拜
地和传播地， 群众喜爱与民间信
仰， 使得一些地方确实成为哪吒
的“文化之乡”，由之而生的传说、
建筑、戏曲等文化元素，有着非凡
的地域魅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 。
文化资源开发利用， 应当避免生
搬硬套 、东拼西凑 ，深入挖掘 、加
工再造本乡本土的资源， 才能形
成真正有内涵、 有特色的文化景
观。

城市乡村， 拥有文化资源固
然可贵，更要有文化的自觉。 为炒
一时话题、 捞一笔横财而罔顾历
史事实，终是立不住脚的。 不忘本
来，方能开创未来。 如果淡忘了此
方水土的历史文化， 却因为无中
生有的文旅项目模糊了地域文化

的特质 ，可谓是 “捡了芝麻 ，丢了
西瓜”。 从学术研究到非遗传承，
从配套设施建设到特色项目创

新， 静下心来做好文化建设的实
事，才是真正谋发展、惠民生的良
策。

绷紧安全心弦 筑牢安全防线

■刘昂

学生的安全不仅关系到孩子个人，
更关系到他们身后的家庭、学校、整个
社会、整个国家。珍爱生命，增强安全意
识，让快乐与幸福伴随每个孩子，这是
全社会共同的期望。

9 月 2 日本来应该是高高兴兴开
学的第一天，然而，在四川省巴中市第
七中学却发生了这样的悲剧：当日上午
10 时 10 分，两名刚入学的高一学生因
嬉戏打闹从教学楼 5 楼阳台坠楼，1 人
死亡，1 人受伤送医院抢救。

学校监控显示，事发时为课间休息
时间，李某某和赵某某两人在教学楼 5
楼阳台嬉戏打闹，赵某某从背面将李某
某拦腰抱住，李某某顺势双脚用力蹬墙
致两人失重，赵某某背部撞击阳台护栏
后两人坠楼。

这次事故的发生是学校阳台的护

栏太“脆弱”，还是孩子们的嬉戏打闹越
过了安全的底线？笔者认为两者兼而有
之。

根据国家公布的《中小学校建筑设
计规范》明确规定：“阳台等临空部位必
须设防护栏杆， 防护栏杆必须牢固、安
全，高度不应低于 1.10 米。 防护栏杆最
薄弱处承受的最小水平推力应不小于

1.5kN/m。 ”不知道发生事故的巴中市
第七中学的防护栏杆有没有达到国家

标准，这有待相关部门的调查。 不论如
何， 这样一起学生课间打闹坠楼事件，
及其引发的惨烈后果，足以敲响校园安
全警钟。

校园安全无小事，任何疏忽都有可

能造成严重后果。虽然因嬉戏打闹造成
的坠楼事件尚属罕见，但还是暴露出学
校监管的短板。 试想，如果校方再仔细
一些，对学校的护栏甚至所有安全设施
进行普查， 及时对老旧设备进行更换；
老师再细心些，不厌其烦地在每次下课
后都叮嘱孩子们不要在阳台以及危险

地带追逐打闹，那悲剧就有可能避免。
校园安全问题已经是老生常谈，但

是为何每年都会有事故发生？ 笔者认
为，教育部门有必要对校园安全问题产
生的根源进行全方位分析，在建立专门
制度、加强学生安全教育、提高校园安
全督促检查力度的同时，有必要加大教
育资金投入、拓宽家长与老师的沟通平
台， 让全社会共同参与维护学生安全。
学校要时刻清醒地认识到“隐患就是事
故”，积极配合有关部门，主动作为，全
方位净化校园及周边育人环境，及早下
手，防患于未然。当然，家长也要学习安
全知识，尽到监护责任，与校园教育相
结合，把家庭作为安全防范教育的第二
课堂； 学生自身也要努力提高安全意
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远离危险场所，
不做危险动作。

每一起校园安全事故都牵扯着无

数家长的神经。 学校本应是孩子们健
康、快乐成长的地方，而不应该是悲剧
的“发源地”。校园安全是社会安全的底
线所在，是一根触碰不得的神经，因为
它直接关系到青少年学生能否安全、健
康成长，关系到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幸福
安宁和社会稳定。 因此，必须彻底消除
校园的安全“死角”，不能让悲剧再次发
生。

“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
牢，未为迟也。”每一起事故的发生，都是
一次警钟的敲响， 更是一次血与泪的教
训。 只有学校、老师、家长始终紧绷安全
心弦，彻底筑牢安全防线，多方努力共同
营造一个良好、安全的校园环境，才能让
每一个青少年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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