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庆市养犬管理条例》将
于今年6月 1日起施行，路上还
有哪些不文明养犬现象？记者进
行了走访。（《安庆晚报》 5月
12日）

“狗患”何时不再扰民？这是
饱受狗患困扰的市民之问，也是亟
待治理的现实问题。现在养狗的人
越来越多，这是正常现象。可是，
如果大街小巷的狗屎越来越多，养
狗扰民乃至伤人事件越来越多，那
就不正常了。必须要认识到，养狗
所产生的一切问题，均与狗无关，
而与养狗人有关。狗不讲卫生也
好，狗伤人也罢，归根结底是养狗
人没有管好狗。狗毕竟是动物，不
可能自觉文明，只有人才能让狗文
明。如果养狗人不履行养狗责任和
义务，不管好狗，狗的问题就是一
道无解题。这就如同狗不会说“该
打狂犬疫苗了”，只有养狗的人才
能让狗定期注射相关疫苗，做好防
疫工作。

正 所 谓 “ 狗 之 患 ” 乃 人 之
责，治理狗患，关键是养狗人要
尽责。只有养狗人尽职尽责，把
狗管理好，狗患才能根治。这需
要政府对养狗行为建章立法，完
善制度。哪些狗能养？哪些狗不
能养？养狗需要办理哪些手续？
养狗人需履行哪些义务、承担哪
些责任？所有这些问题均应详细
规定，规定的越详细，实际执行
中就越具可操作性。

治理“狗患”需制度管人，
用制度法规约束养狗人，养狗人
才能主动管好狗。如此，狗才最
安全。必须强调，不管是城市，
还是农村，养狗必将长期存在，
所以，治理狗患也将是长期工
作。须形成长效机制，并结合严
苛的制度约束，做到违规必究，
追究必严。

治理“狗患”

需制度管人
孙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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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安庆高新区持续加
强园区环境监督管理，积极探索创
新服务方式，全面助推园区企业绿
色高质量发展。（《安庆晚报》5月
11日）

坚持走园区绿色生态发展的路
子，安庆一直在努力。为将安庆高
新区建设成绿色安全高质量发展园
区，我市政府职能部门加强执法、
精准监管、优化服务，园区各企业
积极配合、主动作为，共同推动绿
色生态与园区发展“比翼双飞”，
为打造绿色生态园区提供了引领与
示范。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建设
绿色生态高质量发展园区，不能想
到哪干到哪，必须做好“预”的文

章。以终为始，强化顶层设计尤为
关键。只有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到
园区产业、空间等每项具体规划
中，并加大实现绿色发展园区规划
的考核力度，及时地查漏补缺，才
能让园区生态高颜值与发展高素质
齐头并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
生态，是园区贯彻新发展理念、推
进高质量发展的应有底色。既要坚
决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
紧盯园区能耗“双控”目标，持续
推进园区企业节能降碳；又要实施

“腾笼换鸟”措施，加速淘汰园区少
数“低散乱污”企业，从而将“死
鸟”换成“活鸟”、“笨鸟”换成

“俊鸟”。

循环经济，一头连着资源，一
头连着环境，是建设绿色生态园区
的必由之路。既要把好项目入园
关，摒弃招商引资“捡到篮里都是
菜”的观念，把资源消耗大、环境
污染重的项目坚决挡在园区之外；
又要做足生产中的循环利用功课，
以生产集中区为重点，以工业副产
品、废弃物、余热能量、废水等资
源为载体，加强不同产业之间建立
纵向、横向产业链接，促进资源的
循环利用、再生利用，推动园区企
业做到绿色生产、循环生产、环保
生产。

用众力则无敌，用众智则无
畏。建设绿色生态园区当然要依
靠园区内全体企业和广大员工的

智 慧 和 力 量 。 投 入 资 金 进 行 技
改、生产设备进行清洁亮化、循
环经济相互配合……只有人人参
与和行动，才能让“不见一粒粉
尘 、 不 留 一 片 空 地 、 不 漏 一 滴
水、不浪费一度电”的绿色生态
理念在园区生根开花。

抓好绿色生态才有园区高质
量发展的未来。让我们以“时时
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进园区绿
色产业提档升级、实现产业提质
增 效 ， 让 绿 色 生 态 与 园 区 发 展

“比翼双飞”。

让绿色生态与园区发展“比翼双飞”
艾才国

扭头、转身、踢脚……5月11
日下午，皖江广场上，来自全市
55所中小学、幼儿园的体育、音
乐老师们排成方阵，伴随着宛转悠
扬的黄梅戏戏曲音乐，开始了一场
行云流水的黄梅戏校园课间操展
演。（《安庆晚报》5月12日）

我市独树一帜、大胆创新，让
黄梅戏戏曲音乐与课间操相遇，编
排了“黄梅戏课间操”，并将在全
市 50 多所中小学试点推广。试想
一下，学校课间操时间，悠扬的黄
梅戏经典曲目音乐响起，戏曲声韵
程式化动作融入学生们的举手投
足，动作整齐，朝气磅礴，青春洋
溢，这样的创意课间操想不“走
红”都难。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凡中
小学生大都活泼好动，总喜欢新奇
有趣的事物。然而，长期以来，伸
伸 胳 膊 踢 踢 腿 ， “1234、
2234……”的传统广播操从小学一

直使用到高中，枯燥老套，难免会
让学生们产生厌烦心理。如今，我
市 50 多所中小学即将告别呆板、
老套的课间操，迎来富有安庆特色
的“黄梅戏课间操”，这套“安庆
造”的“黄梅戏课间操”，与时俱
进地嵌入黄梅戏戏曲因子，用丰富
的形式和个性化的创意点燃起学生
们做课间操的热情，这必将让天生
好动的孩子们真正“动”起来，大
大提升学生们做课间操的质量。

其实，“黄梅戏课间操”更积
极的意义在于，借课间操来传承黄
梅戏曲文化，它是“戏曲进校园”
的生动实践。“戏曲进校园”虽然
推进许多年了，但效果并不十分理
想。一些学校落实“戏曲进校
园”，大都是请专家开一场讲座，
或邀请戏曲演员来学校演出一两
场，基本上是走马观花、浅尝辄
止，连普及戏曲知识都做不到，更
谈不上让孩子们爱上黄梅戏曲文

化，乐做黄梅戏曲文化的传人了。
而“黄梅戏课间操”则不同，它将
黄梅戏曲与学生课间活动有机结
合，并且是“黄梅戏课间操，人人
做，经常做”，让学生们在做操过
程中既强身健体，又能体验黄梅戏
曲的无限魅力，让黄梅戏曲文化的
种子播入孩子们幼小心灵，并生根
开花。

正所谓“教学有法，教无定
法，贵在得法。”在推进“戏曲进
校园”的改革创新上，“黄梅戏课
间操”的推出，不仅“有法”，而
且“得法”，体现了教育工作者的
担当、智慧和良苦用心。有无数个
这样的教育工作者的默默奉献，黄
梅戏曲文化大放异彩的“春天”还
会远吗？

“黄梅戏课间操”是“戏曲进校园”的生动实践
春雨

据 5月 15 日半
月谈报道，在首批乡
村振兴驻村干部中，
不乏拥有博士学位的
年轻干部身影。一年
来，这些博士“村干”

为乡村振兴挥洒汗水、贡献智慧，同时他
们也在基层得到历练，有机会深入观察
和思考乡村的发展状况。博士学历的驻
村干部来自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机关单
位等，不少是“80后”“90后”。经过一年
的基层锻炼，这些干部对农村情况有了
更深的了解。产业发展走向正轨，有“龙
头”也有“奔头”。受访博士“村干”表示，
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了多种产
业，经过几年发展，一些产业已经形成规
模，持续助力村集体和群众增收。

（作者：罗琪）

博士“村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