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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市林长制的全面实施和
林长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护绿、增
绿、管绿、用绿、活绿”的林业可持续
发展机制正在形成，“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重大意义日益凸显。
通过造林与护林构建起“绿水青
山”的良好生态环境，并以绿水青
山为平台，进而让丰富的林业资源
为“绿色经济”作出独特的贡献，
极具战略眼光。10月21日，《安庆日
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以推深做实林
长制改革为抓手，让“两山论”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报道，提出我市“要加快
兴林富民步伐”。

统计显示，目前我市森林面积近
796 万亩，湿地面积 253 万亩。这一
方面表明我市多年来，在生态修复和

造林护林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安庆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森林城市”，
这是一笔宝贵与丰富的自然生态资
源。为此，呵护好我市林业生态资
源，是四级林长必须肩负的使命职
责，也是城乡群众共同的责任。同
时，绿色森林资源不仅给了我们优良
的生态环境，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发
展林业经济的广阔平台，也正如报道
中说指出的，一是观赏林木的栽培与
推广，二是诸如油茶、蓝莓、香榧等林
业产业的种植与经营。由此可见，当
下四级林长制的实施，是集造林、护
林、营林与于一体的整体运作，是林
业资源优化生态和促进经济增长的
共同体。各级林长们的责任担当与
远见卓识显现其中。

我们看到，我市在林长制实施
中，，护绿与增绿两手抓，两手皆出
彩；护绿与增绿的实现，为营林和经

济增长提供了可能。如太湖县出台
《消灭芭茅山三年行动计划》，目前，
已经全部完成30万亩芭茅山改造任
务。在该县的天台村芭茅山，往昔漫
山遍野的芭茅已被满山的毛竹、油茶
等经果林覆盖，绘就了一幅当代绿水
青山新画卷，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相
得益彰。这个例子生动地表明，作
为各级林长在造林护林营林与增绿
护绿用绿中的艰辛担当与智慧运
用。我们还从媒体报道中获悉，当
下创建全国林长制改革示范区工作
已经展开，岳西县业已启动林长制
改革示范区创建工作，并将围绕林
长制改革所提出的“护绿、增绿、管
绿、用绿、活绿”五大任务，以17项具
体举措投入创建工作，致力于做好林
长制改革这篇大文章，走好走实“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施路径，这
是林长制步入科学长效机制的重要

步骤，保证了林业资源、林业产业、林
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此，说“林
长是新时代的‘愚公’”十分贴切。从
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
成为“护绿、增绿、管绿、用绿、活绿”
的当代“新愚公”。

走笔至此，联想到10月21日《安
庆晚报》刊登的题为《全市现有古树
名木 4840 棵》消息，得知我市目前

“初步认定一级古树 96 株，二级古
树451株，三级古树4286株，名木7
株”。这是一笔弥足珍贵的自然与人
文历史遗存，其价值远远超越了

“林业”的范畴，为此，我们在今后
深入推进“护绿、增绿、管绿、用
绿、活绿”的同时，还应广泛宣传
我市的古树名木，让更多的人了解树
木与林业对于一座城市的生态环境、
人文历史和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让
城市之绿盎然生长。

推深做实“五绿”大文章
□ 越人秀

“护绿、增绿、管
绿、用绿、活绿”是在
森林资源得到很好保护
与发展的基础上，进一
步做好林下经济，让丰
饶的林业资源为经济高
质量发展和全面小康社
会的实现助力加油，深
刻揭示与丰富了“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内涵要义。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近
日批准的《嘉兴市文明行为
促进条例》进一步明确和
细化了文明行为规范，针
对“低头玩手机”过马路
等行为作出了禁止性规
定，借以提升市民文明素
养和社会文明程度。（10月
6日新华网）

《条例》指出，禁止从车
辆上向外抛撒垃圾以及其
他废弃物，禁止行人通过路
口或者横穿道路时浏览手
持电子设备、嬉闹……而对

“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穿道
路时浏览手持电子设备或
者嬉闹的处警告或者五元
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这
一条尤其令人关注。地方
出台规定，“低头玩手机”
过马路最高可罚 50 元，这
在全国还属罕见。

今 年 1 月 1 日 ， 随 着
《温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 开始实施，行人在斑
马线上看手机被处罚的首
张罚单被开出。1月14日上
午 9 点 24 分，在浙江温州
市区学院路口，交警对斑
马线上的“低头族”市民
胡女士现场开具了处罚罚
单，这件事情当时还迅速
上了热搜。而同在浙江的
嘉兴，也在行人过马路玩
手机上做出了处罚规定。

事实上，年初温州这个
“条例”开始实施并开出首

张罚单后，网上就一片叫好
声，绝大多数人认为，对
过马路玩手机的行为加以
处罚并非小题大做。“低头
族”要对自己和他人的生
命安全负责。在交通出行
时，尤其是过马路低头看
手机，发生交通事故的概
率很大。“手机可以回家
看，生命没有回放键。”过
马路“玩手机”其实就等于
在“玩命”。

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
统计：全世界每年有超过27
万行人死于路面交通事故，
而行人走路时玩手机分散
注意力，被认为是交通事故
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而
就我国来看，过马路玩手机
造成的交通事故更是触目
惊心。据报道，南京一名男
子在经过火车道口时由于
专注玩手机，连火车的鸣笛
声都没听到，导致火车被逼
停。而中山市一名男子一
边玩手机一边闯红灯，与一
辆行驶中的摩托车相撞，导
致摩托车乘客死亡……

可见，对过马路的“低
头族”开罚单这件事，绝非

“小题大作”，必须引起足够
重视。而地方出台法规对
此加以处罚，这看来实属必
要。当然，处罚不是目的，
而 在 于 警 示 人 们 引 起 重
视。在手机已成为当下绝
大多数人日常生活方式的
条件下，对过马路的“低头
族”加以处罚，就是与时俱
进的做法。

处罚过马路“低头族”

绝非“小题大做”
□ 刘天放

2017年，潜山被列为我省传统村落
保护试点县。同年8月，潜山市发起了
古村落保护和拯救老屋行动，几近消亡
的老屋。修复后有了孩童嬉戏，有了社
会关注，重新焕发了生机。（《安庆日报》
10月21日）

村落传统不传统，历史悠久不悠久，
老屋是一个重要的看点。在我市潜山、
桐城等地，就散布着一片片有数百年历
史的古建筑。如报道中的潜山市龙潭乡
万涧村的杨家老屋就是典型一例。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安庆，传统村落
众多是一大特色。在这些陪伴一代又
一代人成长的乡村老屋，随着岁月的变
迁，风雨的洗礼，以及城乡一体化的推
进，农村人口的逐年减少，这些饱经沧
桑传统老屋也纷纷凋零衰败。因此，拯
救这些老屋，对乡村历史进行保护，这
不仅能留住乡愁，也能为我们的乡村振
兴鼓劲助力。

可受制于保护资金等方面的限制，

拯救这些老屋，不能不面临着难题。若
由政府单方面主导，面对如此众多、散
落在各地亟待修缮的老屋，难免会鞭长
莫及。故此，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拯救和
保护老屋的法律法规，同时，要加大对
传统村落老屋的推介，吸引更多社会资
本、志愿者等加入到保护队伍中，鼓励
和调动募集、众筹、第三方捐资等渠道
的积极性，促进老屋的有效利用。以由
过去政府单方面的主导，向由政府主
导、村民主体与社会资本参与的方式转
变，形成一种社会共同参与的氛围。

杨家老屋的保护，就是万涧村成立
农民专业合作社，将规划范围内的老
屋、土地流转到合作社进行整体运
营，房屋、土地租金可以入股，参与
合作社收益分红。合作社还将生态农
业结合起来，通过发展旅游休闲产
业。通过规划引领，将资金、房屋、
土地等因素有效集合在一个平台上进
行整体运营，实现“造血”功能，以产业

培育反哺建筑保护维修、反哺传统村落
生存与发展。从而既拯救了老屋，又为
乡村振兴鼓了劲助了力。

实践已证明，地域性的老屋，具有
不可再生性和不可复制性。拯救老屋，
留住了日渐消失的古村落，是在留住我
们内心深处的故乡，更是在拯救乡村文
明。当然，我们在拯救老屋过程中，需
搞好科学规划，在不破坏建筑风貌的基
础上增加现代生活设施，优化居住环
境，让人住得舒服、住得安全，实现老屋
的活态保护。以吸引原住民的返回与
外来投资者来村里投资，便于有条件地
开办民宿和农家乐来发展乡村旅游。
一个能够“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的古村落和老屋，一片自然真实
的田园乡村。就会像一块巨大的磁石，
吸引着城里人乐此不疲地携带亲朋好
友前来观光旅游，古村落与老屋也会由
此重新焕发出生机，为我们的乡村振兴
鼓劲助力。

拯救老屋为乡村振兴鼓劲助力
□ 潘天庆

自己的身份证被办了52个手机号码，而且
还是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近日，市民吴先
生就遭遇了这样的事情。好在，跟运营商交涉
后，52个号码已经在走解绑流程。但因号码较
多，最顺利也要三个月才能都办完。
（据2019年10月21日 北京青年报 报道）

谁用我身份证办了
52个手机号

漫画/王铎

■给贫困孩子捐衣物 老谣言又霸屏？

近日，一则甘肃玛曲县老师“格桑加”为贫
困孩子募捐衣物的信息在网上被多次转发。
记者查询后发现，该信息早在两年前已经被辟
谣。玛曲县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介绍，两年前
曾有不少爱心人士向当地寄送衣物，多部门联
合调查，已发布辟谣信息。记者梳理发现，网
络上曾出现不少老谣言死而复生的情况。对
此专家表示，辟谣应该要彻底，不仅要发布辟
谣信息，还应该通过技术手段删除谣言，防止
其死而复生。 （10月20日《北京青年报》）

微评：什么“给贫困孩子捐衣物”“准考证
丢了”之类的谣言传播起来很是迅速，极易在
短时间内形成霸屏，因为不明真相者往往出于
随手行善的好意广为转发。

为什么已经经过辟谣的老掉牙的谣言会死
而复生再次霸屏？很显然，移动互联网时代，对
付谣言，单单辟谣是不够的。如果能通过技术
手段去追根溯源消灭消息源头，打击始作俑者，
再建立相应的谣言预警系统，阻止不明真相的
网友传播，那么网络谣言必将无所遁形。

■边熬夜边养生的年轻人 “嗑”起
保健品来谁都拦不住

“每天吃保健品就是图个安心，药店店员
说，食物中的营养素不能被人很好地吸收，但
是保健品能够被很好地吸收，所以就开始吃
了。”家住北京的23岁张女士告诉中新经纬记
者，她每天都会吃维生素C、维生素B、葡萄籽
等各种各样的保健品，而像张女士这样每天在
吃保健品的年轻人并不在少数。不仅如此，

“敷最贵的面膜，吃最贵的保健品，点最便宜的
外卖，熬最深的夜”，这句流行网络的段子，还
成了当下很多年轻人的真实生活写照。

（10月20日中新经纬）
微评：年轻人注重养生当然是件好事。适

当合理地使用保健品，也没有什么问题。不
过，怕就怕某些人轻信了部分保健品广告所营
造的养生观，单纯地将养生当作“嗑”保健品，
甚至还有恃无恐地不畏自然规律起来，在假养
生的黑路上越走越远。

“防沉迷”对于当代的年轻人来说应该不会
陌生，是个通常用于网络游戏的概念。如今看
来，保健品也要一个“防沉迷”，监管应有相应

“系统”，消费者自身也要树立正确的养生观。

■花费不菲却一座难求 京城付费
自习室突然火了

“图书馆很难占到位子，家里学不下去，书
店、咖啡厅里环境又太嘈杂。”王先生是一名

“大龄考证青年”，白天在朝阳门附近上班，晚
上需要找个不受打扰的安静环境好好看书学
习。听说公司附近开起了一家付费自习室，立
马开始了每天晚上的学习打卡。“在这里自习
的小伙伴都很拼，坐在这儿就像是回到了十年
前，回到了大学自习室里。”

（10月22日《北京日报》）
微评：在一二线城市或是高校云集的城

市，“考证”和“考研”大军人数众多，他们需要
一个能够进入“快充”模式的学习场所，付费自
习室可谓应运而生。

付费自习室的火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这是一个人们甘心为了学习花钱、情愿在教育
上投资的时代，活跃着大量好学进取的年轻
人，这无疑是好现象。 何飞 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