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版
2021年1月19日 星期二

责编 李衡红 E—mail:anqingwb@163.com时评

《安庆市长江江豚保护条例》（简
称《条例》）于1月1日起正式施行，
今后长江江豚保护将有哪些新举
措？施行后我市长江江豚保护有哪
些突破？目前长江江豚的现状如
何？……（《安庆晚报》1月6日）

为系统推进我市长江生态环境
保护和修复，加快建设水清岸绿产业
优美丽长江（安庆）经济带，1月1日，
我市首部涉及濒危物种保护的《安庆
市长江江豚保护条例》正式施行。这
一法规举措，为长江江豚保护画出了
红线，也设立了防线。

江豚，是长江微笑天使，也是

长江水生态系统健康和生物多样
性状况的重要指标。从常见到极
度濒危，再到栖息地持续改善，江
豚的命运既是长江生态的航标灯，
也反映了长江生态环境的变化过
程。令人欣喜的是，长江江豚在我
们安庆段的数量从 2015 年 130-150
头上升至 2019 年 180-200 头，这反
映了长江生态环境得到一定改善，
也说明了我市江豚保护工作成效
明显。

现今，我们完善了保护长江江豚
的制度法规，《条例》发出了我市以法
律法规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长江生
态环境，以及有“水中大熊猫”之称长
江江豚的最强音。

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留住江豚，
留住长江的微笑，必须要有强有力

的举动和措施。这既要靠《条例》等
刚性的法律规定，更要靠《条例》刚
性的法律执行，切实做到令行禁止，

“军中无戏言”。现实已说明，我们
生态环境的保护，在一些地方实际
进展和效果并不理想，造成这些现
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刚性执
法，也就是“有牙执法”不能成为常
态。没有制度的钢牙，在无形中就
默认了一些人唯利是图、我行我素，
变本加厉地肆意破坏生态环境，侵
害江豚的生存空间。生态环境和长
江江豚的的保护，也就落入了恶性
循环的窠臼。

“事辍者无功，耕怠者无获。”
留住江豚，留住长江的微笑是一盘
棋。因此，我们在宣传普及这一《条
例》的同时，要强化执法监管。公安、

渔政、环保、市场监管等部门要建立
协作机制，整合执法资源，形成执法
合力，封堵监管漏洞，强化制度执
行。并借助科技手段，构建起人防技
防相结合的长效监管机制。通过严
格的监管执法，让法规制度产生出现
实的震慑力。依靠最严格的《条例》
执行，形成对长江保护区非法采砂、
非法捕捞、污水排放等突出违法犯罪
问题不分时段、露头就打的高压态
势。以此让《条例》成为刚性的约束
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成为保护长江
江豚的锋利“钢牙”。如此，我们才能
取得最大的治理效能，构建起长江江
豚保护的长效机制，守护好长江的生
态环境。在长江中翻滚嬉戏或与江
鸥争食鱼儿的江豚，也才能陪伴着我
们同行。

以刚性《条例》留住长江的微笑
潘天庆

心梗的年轻化与年轻人不健康
的生活方式及面临的压力密切相
关。现实中不少年轻人在面临过高
的生活成本，以及职场激烈竞争时
往往为了谋取更好的生存，打通职
场上升通道，不得不拼命地加班加
点，让体力与精力始终处于高度运
转之中，以过度消耗换取所要争取
的一切，却也在这过程中埋下了健
康隐患。弦绷紧了易断。人也是这
样，长时间地绷着，往往一根稻草也
能压断那高度紧张且疲惫的神经，
不及防中悲剧就紧随而至。

而另一方面，年轻人为追求所
谓时尚的生活，熬夜成了常态，上网
追剧打游戏网聊等占据了业余大段
的时间，再加上不健康的饮食，过度
追逐口味，点外卖及在外用餐频繁，
高油高脂中以致营养极度过剩，再
加上缺少运动，不少人体重超标，肥
胖又加重了身体的负担。前不久发
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
报告(2020年)》反映，近五年里中国
的男女体重分别比五年前增加了
3.4千克和1.7千克，就是有力注脚。

压力剧增，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这些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年轻人身
上，时不时冒出不幸的事件来，也就
不足为奇了，但却着实让人痛心。
心梗的年轻化向人们发出了注重年
轻人身心健康的信号，也提醒年轻

人再不能自持年轻身体好而拿身体
不当回事，要珍爱身体，珍惜健康，
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对家人负责。

但解铃还须系铃人。年轻人从
年龄上说，奋斗正当时，但万事有个
度，过度则不及，并有可能酿成悲
剧。面对竞争，保持适当的压力并
不是坏事，它往往能激发人的潜能，
并努力地活出质量。因此对于年轻
人面临的压力大并不是说不要竞
争，而是要提倡合理的竞争，让压力
可控，树立合理的目标，去摘那跳起
能摘到的果子，对于那些远远超出
自己能力的“果子”不妨果断放弃，
务实中做自己能做的事，并尽可能
地将此做好。同时自觉远离那些不
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饮食，适当增
加运动，增强体质，身体强健精力才
旺盛，而社会也要创造条件为年轻
人减压，纾缓他们的压力，多管齐
下，让年轻人找回他们的健康与活
力，远离猝死，并创造出属于他们自
己的生活。

健康生活防止“心梗”年轻化
未一平

近日，《巴啦啦小魔仙》中一名25岁女演员因心肌梗死猝

死，让很多人感到惋惜。过去只要提起心肌梗死（简称心梗），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老年病。然而，随着年轻人不良生活方式和

饮食习惯的养成，心梗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如今心梗已

经越来越趋向于年轻化。对此，专业医生提醒道：摒弃不良生

活习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安庆晚报》1月8日）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全球
调 查 显 示 ： 人 类 的 健 康 和 寿
命，有 60%是取决于生活方式
和行为的。过去只要提起心肌
梗死，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老年
病。然而，随着年轻人不良生
活方式和饮食习惯的养成，心
梗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
而是越来越趋向于年轻化。有
数据显示，青年人急性心肌梗
死发病率占全部冠心病病人总
数的 3%～10%，近 90%的年轻
人出现心梗、猝死、脑血管意
外等疾病都是和经常熬夜和不
良饮食有关。

近年来，我国心脑血管病
的发病年龄呈现逐渐年轻化趋
势，20-40岁之间发生心梗或脑
梗的病例较前明显增多，多与
吸烟、酗酒、久坐、熬夜、压
力过大、肥胖、缺少运动、运

动过量等有关。可现在的年轻
人总认为疾病离自己很遥远，
仗着自己“身强力壮”，通宵熬
夜，透支身体，完全不注意控
制 不 良 生 活 习 惯 。 一 旦 发 病
了，也不会想到可能是与心梗
有关，总想着自己还年轻，可
能熬一熬、忍一忍，症状就过
去了，结果导致心梗的发病率
越来越高，且发病平均年龄也
提前。

其实，心梗离我们很近，它
从来不挑人，无论中老年，还是
年轻人。心梗一旦发生，就是十
万火急，近半数人都没有进医院
的机会。所以，年轻人不要过于
放纵，给自己减压，少熬夜。健
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而保护我
们财富不贬值的最好方法就是注
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转变对
疾病的认知。

年轻人要转变对疾病的认知
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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