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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空气、水、土地，是人类赖以
生存的三大必需条件。蓝天、碧水、青山、净
土，是每个人最基本、最切身的期待。可相对
于大气污染和水环境污染，我们对土壤污染防
治意识则较为薄弱。这不能不和土壤污染具有
隐蔽性、滞后性有关。如雾霾来了我们能看
到，河水变臭我们能闻到，可我们并不知道自
己吃的粮食、蔬菜是否源自于污染的土壤，含
有什么不该有的元素。更可怕的是，若这片地
里种出的农产品有毒，那来年也必定带毒。想
要恢复如初，需要付出巨大代价以及漫长时
间。因而“镉大米”以及重金属蔬菜等诸多食
品安全事件在一些地方不时发生。这不仅严重
的影响了人们的饮食安全，直接导致土壤退
化，污染了地表水和地下水，还给农业发展带
来难以消除的负面影响。因此，进一步强化土
壤污染防治，守护公众“舌尖上的安全”和身
心健康，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已时不我待。此
次我市投巨资，大力推进污染土壤治理，让土

地重焕生机，体现出了对土壤污染防治这一重
大民生的关注和回应。

针对土壤污染最严重的地方，往往是工业
城市，或城郊接合部的“涉重”工业生产污灌
水等排放区。因此，要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需要我们关口前移，从事后土壤污染治理，前
移到事前土壤污染防治。这需要从源头控制污
染，如同我市对涉及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按照

“五个一律”从严管理，来严格用地准入，以严
防污染企业变着法子“上山下乡”。要切实落
实环保“一票否决”制，坚决制止在乡村建
设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项目，严厉打击
违法排污行为。还要根据区域环境容量和生
产力布局，调整优化村镇工业布局，因地制
宜地划定工业区，以便于加强固体废物环境
监管、对污染源实行集中的控制，进行集中
治理。同时，加强污染地块风险管控和修复
治理并动态更新……

以土壤污染防治守住“舌尖上的安全”，除
了要面对城市扩张和产业转移到农村的工业污
染，还要注重因农药、化肥的施用产生的农业
面源污染，以及生活污水、固体废弃物、畜禽
粪便、土壤重金属、秸秆焚烧污染等治理。比
如，农产品生产需要化肥农药，但若超标用，

甚至用禁用药物，则危害公众健康也污染了土
壤。因此，我们要完善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监
测网络建设，把农药化肥的使用严格管起来。
确保农业生产者守住法规和道德底线，按规定
科学使用农药化肥。对那些追求高产量，不惜
过度使用，造成土壤板结退化、化肥农药残留
污染的，要纳入到监管治理中。管住家庭的米
袋子、菜篮子，守住土壤污染防治的红线，也
就是守住公众的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

实践已告诉我们，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
没有足够的利益痛感，就难以产生足够的环保
自觉。好在 《土壤污染防治法》 已于去年初开
始实施。但徒法不足以自行，让法律条文成为
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还得有司法
的实践来体现。我们不能因为土壤污染具有隐
蔽性、滞后性而放松监管。也不能为了经济效
益而对污染有所宽限。要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预
防。除对有关责任者依法追究外，对相关政府
官员在土壤污染防治上的失职行为，也要依法
进行问责。如此让每一片耕地都能得到保护，
每一块被污染的土壤都能得到修复，每一起污
染事件都能得到严惩，我们才能以土壤污染防
治，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守护好我们赖以
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

以土壤污染防治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 潘天庆

近年来，我市严格农用地
管理、严格建设用地管理、加强
土壤污染源头预防，强化资金保
障。累计投入约1亿元推进土
壤污染治理，全市土壤环境质量
呈现良好态势。（《安庆日报》8
月31日）

每天要按时登陆手机app签到打
卡，一人需注册多个账号提高APP普
及率，手机微信群、QQ群通知日夜不
间断……这样的现象在基层屡见不鲜。

这些现象都是客观形式主义的表现。客观形式主
义，即在工作出发点上是好的，但由于决策、落实等环
节出了问题，导致结果与初衷背道而驰，造成事实上的
形式主义。如出发点是为保证党员日常通过手机app开展
理论学习，而上级部门采取统计app的党员注册使用率来
开展督促和考核，殊不知社区、农村里部分年纪大的老
党员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又如出发点是为了准确反映和
统计基层有关工作开展情况，而上级部门通过微信群、
QQ群下发通知和统计报表了解情况，没曾想层层转发、
层 层 “ 甩 锅 ”，“ 上 面 千 条 线 ” 落 到 了 “ 下 面 一 根
针”——正在一线抗疫值守、走访摸排、抗洪救灾的基
层干部头上，各类群消息仅仅是阅读都应接不暇，更何
况五花八门的报表、汇报材料，结果往往便是为了应付
而造假，影响了情况的真实准确。

客观形式主义因其客观性，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忙于完
成上级工作任务，夜以继日、工作连轴转的假象，看似忙个
不停，实则效率不高，做的多是“无用功”。部分干部厌恶
这样的客观形式主义，可担心影响考核结果，为了按时完
成上级工作任务，又不自觉成了形式主义的“二传手”。长
此以往，应付检查、考核的表面工作牵扯了大量精力，关乎
群众切身利益的实事好事却得不到好的落实，最终损害的
是广大群众的利益，破坏的是党和政府的形象！

破除“客观形式主义”需持续用力。为基层减负，
不能成为一句口号，必须落实到行动中，持之以恒力戒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基层减负松绑、提质增效。要巩
固拓展“基层减负年”工作成果，继续精文减会，不开
不解决问题的会,不发没有实质内容的文，让干部的时间
和精力更多地放在为群众办事上，而不是会场上、案头
上。要整合政务服务 APP，整顿不必要的微信群、QQ
群，让手机成为便民服务的起点，而不是传达工作的终
点。要转变调研方式，多采取“四不两直”直奔问题
去，不搞盆景式、扎堆式调研，让大兴调研之风成为群
众的排忧解难之风。要改进考核形式，更加注重工作实
绩，不过多强调工作留痕，让干部把重心放在群众满意
上，而不是上级满意上，切实为基层干部松绑充能，为
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贡献力量。

破除“客观形式主义”
需持续用力

□ 杨思明

当下，关于市域社会治理有哪些重要
任务、目前取得了哪些成效？8月26日，

《安庆日报》重点推出《努力打造市域社
会治理“安庆模式”》报道，诠释了我市在
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
动平安安庆建设迈上新台阶”为宗旨的
社会治理中，集结各方面资源、总结历史
与现实的成功经验，在完善“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中所做出的积极探
索，多方面回答了读者所关注的问题，对
于我市目前创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优秀市，以及推进我市作为全国市域社
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地区工作有着极大的
激励意义。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努力打造
“全国一流、全省领先的市域社会治理安
庆模式”，的确要有切合地方历史文化和
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做法。深入解读报
道，笔者感触较深的是，我市在市域社会
治理中，有各级党委政府的全力推进、有
行业性运作规范、有志愿者队伍的参与、
有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度挖掘和新融

合、有社区街道学校家庭及社会各界齐
抓共管组织架构的建立，同时，结合平安
智能化建设，为社会治理插上了科技的
翅膀。概言之，我市在实施推进市域社
会治理过程中，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群
策群力，综合施策，业已形成“人人参与、
人人尽责、成果共享的生动局面”，笔者
认为，这应是“安庆模式”的最大特色。

安庆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独具
地方文化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佳话流传
至今，影响广泛。为此，在市域社会治理
实践中，我市进一步挖掘优秀人文传承，
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上下功夫，让古老
的传说在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中焕发新
的光芒。如赋予“六尺巷故事”“望江三
孝”“乡贤文化”以新内容，进而创造出社
会治理当代品牌，不仅发挥出了“乡里乡
气”的独特作用，同时还融入了社会调解
机制体系中，其效能日益显现。正因为作
用的彰显，目前我市以“六尺巷故事”“三
孝传说”和“乡贤文化”为载体的调解工作
室在桐城、望江、宿松等地普遍建立。再

看全市，“2020年1至7月全市共调解各类
纠纷10362件，调解成功10203件，调解成
功率98.46%。”其成果有力说明，注重将市
域社会治理与地方人文传统紧密结合，

“接地气”、入人心，效果更为理想。
关于市域社会治理“安庆模式”，其治

理重心在基层的特点也尤为突出，这也
是集社会力量之大成，全方位开展城乡
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8月28日，

《安庆日报》在题为《望江构建现代化乡
村治理体系》报道中，特别提到村民理事
会在当前美好乡村建设、集镇建设和社
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其特点是村民理
事会很好地将乡村社会治理中不可或缺
的“建议员”“组织员”“服务员”“调解员”
和“宣传员”多种角色集于一身，在第一
时间“零距离”投入相关工作，化解矛盾
纠纷。也正因突出的治理优势，望江县
多个社区成为“省级社区协商示范点建
设”单位。可见，市域社会治理在创新发
展中大有空间，“安庆模式”的内涵也必
将越来越生动精彩。

“共建共治共享”是社会治理“硬核”
□ 裴家恩

开学啦，不少家长又要为孩子交各种
费用了，这时候骗子盯上了学校的班级
群，家长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假“班主
任”可能就潜伏在你的身边。很多学校的
班主任为了便于跟学生家长沟通，建立了
交流群，而假班主任也伺机而动，潜入班
级群在群内发布学费交费信息，让家长尽
快交费。很多家长看到后都在群内直接转
账给了假班主任。
(据2020年08月31日 人民日报 报道）

冒充班主任收费
漫画/王铎

■我市为林业高质量发展插上科技
“翅膀”

岳西县自古就是茯苓的主产区，针对茯苓
种植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市林业科技创新
研究院组织中国林科院亚林所专家开展茯苓
袋料仿野生栽培技术攻关研究，预计每年可减
少砍伐松木材18万吨，实现产值2.9亿元。“按
照传统的方法，栽种茯苓必须砍伐树木，这样
一来与生态保护就相互冲突，我们现在采用松
树的树枝以及树根来试验进行茯苓的袋料栽
培，这样可以解决不砍树的问题。”项目承担主
体安徽天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治
说。（9月1日《安庆日报》）

微评：茯苓,吾所欲也；青山,亦吾所欲也。
对茯苓种植稍微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种茯苓
必须要砍树，所以，一直以来茯苓与青山如同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科技落后的时代才会做
选择题，现在，咱们全都要！

利用科技手段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看似不
可调和的矛盾，正是这个时代应有的作为。茯
苓与青山兼得的故事，最终必然是其中算不上
起眼的一笔。

■600年也难恢复丹霞地貌又被刻
字了

近日，陕西榆林靖边龙洲丹霞地貌核心景
区外被人为破坏，一对情侣将名字和心形符号
刻在岩石上，刻字落款时间为8月21日。从八
达岭长城到敦煌壁画，从杭州西湖到四川峨眉
山……我国大量文物、名胜古迹被游客以刻字、
涂鸦、踩踏等方式损坏。而且，这样的行为已经
持续多年，屡禁不止。一些专家建议，针对此类
不文明行为，除罚款外，可引入惩罚性赔偿制
度，让损毁者承担修复费用，以此来提升违法成
本和法律威慑力。（9月1日《法治日报》）

微评：又来了！看来，“破坏三清山巨蟒峰
赔了600万”的案例并没有获得很好的推广。

无论是文物古迹，还是自然奇观，一旦被破
坏便需要大量资金用于修复。这钱必须由谁
出？不能让违法者事了拂袖去，却最终让公共
资源为他们买单。那样的话，无疑是助长了违
法者的气焰，也不能给予后来人足够的警醒。

■工信部拟新规，骚扰电话要凉了

据工信部网站 8 月 31 日消息，工信部就
《通信短信息和语音呼叫服务管理规定(征求
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中规定，
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用户同意或者请求，或者
用户明确表示拒绝的，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短
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用户未明确同意的，
视为拒绝。用户同意后又明确表示拒绝接收
的，应当停止。（8月31日 工信部网站）

微评：陌生号码来电，接或者不接，这是很
多人在面对的问题。不接，万一是熟人、有正
事怎么办？接，万一是骚扰电话，就浪费了生
命中宝贵的数十秒时间。

此次工信部重拳出击，直指骚扰电话和垃
圾短信，实在是件值得额手称庆的好事。当
然，相对于“如何打击”，老百姓更关心的是“打
击的效果如何”。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
能用一曲《凉凉》送走烦倒众生的骚扰电话。

何飞 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