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怀宁县雷埠乡在广泛征求
民意的基础上，推行移风易俗“积分制”
管理，引导广大群众更新观念，提高认
识，争做移风易俗的倡导者、践行者，持
续树立乡风文明新风尚。（《安庆晚报》
3月9日）

这种以小的道德积分，兑换家庭荣誉
的形式，涵盖乡村文明的多项内容，将乡
风文明建设量化细化为积分指标，并配以
接“地气”的激励，让村民们看得见、摸
得着，引导他们向善向上，激发了他们的
参与热情。这不仅创新着乡村治理的新理
念，也是在用“小积分”谱写乡村文明大
文章，激发乡村善治的活力，值得借鉴！

乡村治理是城市治理的基石，也是乡
村振兴的基础。现实告诉我们，乡村是否
振兴，不仅要看产业是否发展，村民生活
是否富裕，也要看乡村的风气好不好，文
明程度是否提高。这些年，群众的生活水
平在逐渐提高，而一些不良风气也开始在
乡村蔓延，如红白喜事大操大办、垃圾乱
丢乱扔、对老人不孝等，这些不良风气已
成为乡村振兴的一大障碍。依托地方文化
和民俗，以“小积分”形式推进乡村治
理，因地制宜探索适合自身的乡村治理模
式，在潜移默化中引领乡村治理新风尚，
以此来强化文明乡风建设。

当然，以“小积分”谱写乡村文明大
文章，需要进一步增强村民参与的积极
性。要知道，村民既是乡村治理的主要参
与者，也是乡村治理成效的受益者和评判
者，因而在乡村治理上，应当充分运用民
主的方式，尊重村民的意愿，发挥村民的
主动性和创造性。对诸如申报的各类“道
德模范”“劳动模范”和先进典型，以及
推进乡村治理等事关村民切身利益的治理
方式，要让村民参与制定各种积分的认
定，以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同时，以现身说法，“邀请参与积
分的村民分享积分心得、讲述积分小
故事”，有效调动他们自我服务、自我
教育、自我提高的积极性，以柔性治
理的方式因势利导，不断地提升村民
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助
推乡村振兴。

以“小积分”

谱写乡村文明大文章
潘天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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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怀宁、潜山两地生态
环境部门组织专家对辖区内相关生
态环境案件线索开展现场调查和评
估。近年来，我市按照“环境有
价、损害赔偿”的原则，扎实推进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截至
目前，共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
件9起。（《安庆晚报》3月17日）

这几起案件的最大看点，不仅
仅在于“高额赔偿”，更重要的是为
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
买单”的困局提供了新路径，为打
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绿色生态
安庆筑起了法治屏障。

这几年，安庆在环境污染治理
上使出十八般武艺，特别是对破坏

生态环境行为形成了“过街老鼠、
人人敢打”的压倒性态势。但是，
企业偷排污水、危废随意倾倒、废
水废气超标排放等现象仍偶有发
生。尽管重拳打击、刑罚“伺候”
从未间断过，但很少有污染者承担
生态修复或者损害赔偿责任。

“谁污染、谁治理”，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对造成生态环
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
度，并将其作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办、国办发布的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
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责任主
体、索赔主体和损害赔偿解决途径等
作了详细规定，并强调“应赔尽赔”。

我市也出台了《安庆市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试行）》，由
此可见，污染环境要罚更要赔，既在
情理之中，更是法治要求。

让“环境有价，损害担责”成
为新常态，势在必行，任重道远。
一方面要抓好教育，通过舆论宣
传、典型案例剖析等途径，把道理
讲在前，把法律说在先，把查处严
惩破坏生态环境的过程变成普法的
过程，让每个人更加敬畏生态“红
线”；另一方面要用好“利器”，制
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对环境损害
行为必须真抓严管、违法必究，既
要形成强烈的威慑，更应实现社会
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实践反复

证明，有法规的宣传教化，有严格
的惩治手段，有罚出痛感的罚单，
一旦形成全社会对法律的敬畏，那
么久而久之就会将保护生态环境真
正“内化于心中，外化于自觉”，而
不再停留在“纸上权益”的层面。

从这个角度来讲，这 9 起案例
不应当仅仅是个案，也不能作为权
宜之计，而应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力
量形成倒逼效应，念好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这道“紧箍咒”，进一步推动
全市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让“环境有价损害担责”成新常态
徐剑锋

3月16日上午，迎江区孝肃
路街道荷花塘社区邀请市、区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居民代表、
社区民警等对社区养老助餐点的
配餐、卫生、服务等方面开展常
态化全过程监督检查，督促提升
服务质量，让社区老年人吃上
“暖心饭”“放心饭”。（《安庆晚
报》3月17日）

眼下各个社区的老年助餐点
建立起来了，但其运行情况如
何，尤其是饭菜质量好不好，食
品安全与卫生状况又怎样等，需
要有后续跟进，以便全面促进
老年助餐点各项服务水平的提
高。基于此种认识，迎江区孝
肃路街道荷花塘社区邀请市、
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对社
区养老助餐点的配餐、卫生、
服务等方面开展常态化全过程
监督检查，就有了现实意义。
此举不仅有利于提高助餐点各项
服务的提升，也有利于外界对老

年助餐点的全面认知。
从实际效果来看，这既是常

规性检查，也是外界监督，体现
了我们对老年人就餐的重视。老
年人是特殊群体，也是弱势群
体。他们从饮食起居到日常出行
等都需要照顾。特别是处于老龄
化时代，银发人不断增多，为老
年人服务好，将他们的一日三餐
经营好，是满足老年群体的内在
需求，也是时代对我们提出的一
项具体要求。

具体到实际工作中，让老
年 人 都 能 根 据 自 身 需 求 吃 上

“放心饭”“暖心饭”是我们工
作的基本要求与出发点。民以
食为天，一日三餐是生存的基
本之需，将其经营好了，人的
基本生存就有了根本保障。在
此基础上，加上精细化操作，
将就餐服务做成老年人满意的
精品工程，老年人的就餐幸福
感就会油然而生，进而从中收获

满满的幸福。这种幸福感就是对
我们工作最好的回报。

办好助老就餐点，为老年人
就餐提供优质服务，既要这种现
场式检查，也要有老年人亲身感
受。检查中不妨多问问那些就餐
的老年人，让他们以自己的就餐
体验来说说就餐质量。对于老年
人提出的意见与建议，要进行具
体分析，想办法进行提升与改
进，以最大程度满足老年人的就
餐需求。

老龄化时代正在朝我们逼
近，未来的老龄化程度还将在一
定时期内加剧。为老年人做好
服务，是时代的课题。这需要
我们多方努力与探索，全方位构
筑关爱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体系，
如此社会才能更加和谐。

全方位构建关爱老人体系
路言

据 3 月
27 日 《北京
青年报》 报
道，无论哪个
古镇都有卖丝
绸的、卖钥匙

扣的、卖手工首饰的，甚至连
“特色小吃”都变得千篇一律，
臭豆腐、烤肠、甑糕……不知何
时起，古镇渐渐“长得”越来越
像，古镇里的商铺和特色小吃
也越来越像，相似性渐渐地取
代了每个古镇的独特性。全国
各地古镇的“查重率”甚至高
达99%，相关话题也登上了热
搜榜。 （作者：王铎）

古镇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