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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张赤奎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上大学与成才直接画等号。同样，上大学也不是

学生成才的唯一途径。因此，考得好的学生不必沾沾自喜，而考得不理
想的学生，也大可不必自怨自艾，只要努力，照样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成才
之道。

抓牢“教育先行”这个“牛鼻子”

上重点线人数 519 人，比去年

净增 89 人，增幅达 20.69%，11 人进

入 700 分的超高分段。今年的高

考，我市取得了喜人的成绩。更难

能可贵的是，每个学校都有所突

破，更是永康教育的历史性突破

（详见本报24日1版相关报道）。

单从我市今年的高考成绩来

看，面上增量、点上出彩的特点十

分明显。这一成绩的取得，固然离

不开全体高考考生的勤奋努力和

全体教职员工的辛勤耕耘。而回

顾近几年我市教育发展历程，能够

取得这样的好成绩，更有着其“必

然性”，主要体现在市委、市政府将

教育摆上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不

断加大教育投入，规范教育秩序，

增进教育公平，等等。

这个“必然性”的成因，字面上

看似乎很空洞，但背后体现的却是

政府“真金白银”的巨额投入、教育

先行的实际行动、教育改革的深入

推进，凝聚的是全体教育界人士的

辛勤和汗水。“‘二次出发，教育先

行’成效初显，令人欣喜、令人振

奋！喜人成绩背后，是大家的辛勤

付出。”市委书记徐华水已经做出

了最中肯的评价。

可以这样说，正是抓牢了“教

育先行”这个“牛鼻子”，我市教育

事业才能取得历史性突破。

当然，对考生来说，高考成绩

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从教育层

面来说，这并不是检验教育成果的

唯一标准。教育的最终目的，一方

面是为了提升全民素质，另一方

面，则是为了发现和培养人才。我

们不能简单地将上大学与成才直

接画等号。同样，上大学也不是学

生成才的唯一途径。因此，考得好

的学生不必沾沾自喜，而考得不理

想的学生，也大可不必自怨自艾，

只要努力，照样能找到适合自己的

成才之道。

一个地区的发展，需要教育作基

石，更需要通过教育培养各类人才来

支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21 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

争。而人才怎么来？毫无疑问，依

靠教育。“二次出发，教育先行”，既

是教育事业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

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现实需求。

尤其在我市，经济结构最突出的特

点，就是工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对

人 才 的 需 求 量 大 面 广 。“ 二 次 出

发”，打造“升级版”，建设“两美”永

康，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层

次、各个方面，对人才的需求显得

尤为迫切。而要实现这些“蓝图”，

人才是最为重要的一环。这一环

扣不扣得牢，教育先行战略实施到

不到位、人才培养重视程度高不

高将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教育先行，是为人才培养打基

础；人才引进，则是借助“外脑”，对

人才队伍的有益补充。近年来，我

市出台实施一系列招才引才政策，

引进了一批高素质的人才，为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

就在不久前，第十一批国家“千人

计划”评选中，我市三锋实业引进

的吴银秋博士榜上有名，实现了自

主申报国家“千人计划”零的突破。

教育取得历史性突破，自主申

报国家“千人计划”实现零突破。

短短几天，两个“突破”接踵而至，

可谓双喜临门。不过，这只是一时

的成绩，后续的路还很长，要做的

工作还很多，我们决不能因为现在

取得的这点成绩而自满。毕竟，教

育工作、人才工作，以及经济社会

发展的方方面面仍然存在各种“短

板”，需要我们长期坚持、不懈努力

地一块一块补齐。

空气质量直接关系到百姓的

幸福感，如何采取有力措施防治大

气污染，改善空气质量，成为建设

“两美”永康迫在眉睫的任务。

我 市 向 大 气 污 染 宣 战 了 ！

PM2.5 年平均浓度低于 60.8 微克每

立方米，消灭地表水塔海劣 V 类断

面⋯⋯日前，我市召开全市生态建

设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会议，立下

大气污染防治“军令状”。市领导

还与部分部门、镇街区签订了生态

建设和大气污染防治责任书（详见

本报23日2版相关报道）。

“军中无戏言”，大气污染治理

必将是全体永康人面对的一场新

战役。这事关每个永康人的生活

品质、健康安全和整个社会的和谐

发展，是值得倾情投入、放手一搏

的战役。

我们需要有全民参与的热情，

但我们同时也要有科学理性的认

识。环境问题的形成非“一日之

寒”，很多治理措施不可能立竿见

影。因此，我们必须着眼长远，立

足当前，有所作为，一步一个脚印

地扎实推进。

大气污染治理是一项系统工

程。从政府层面上讲，首先要树立

生态优先的理念，并将这一理念落

实到发展中；二是要强化责任意

识，将大气整治绩效列入各级领导

和单位实绩考核；三是从转变发展

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入手，治表更

治本。这与大气污染防治“源头治

理”的原则一脉相承。

在某种程度上，雾霾天气的大

面积和常态化出现，已经预示了当

下大气污染环境必须启动源头治

理。它既显示了“同呼吸共命运”

的迫切性，更说明，过去陈旧的治

理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所谓源头治理，就是要从根

本上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减少污

染源。源头治理，需要从产业结

构调整、优化升级的角度，来告别

过去那种高污染和高能耗的粗放

型增长之路。大气污染之所以近

年来呈加重趋势，在根本上是过

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大气污染

的 治 理 ，更 多 仍 停 留 在“ 一 事 一

议”层面，未从整个产业结构层面

思考源头治理。

大气污染治理光有热情是不

够的。长期以来，对 PM2.5 源存在

多种不同说法，工业、尾气、扬尘、

做饭的油烟、街头的烧烤都被纳

入，甚至出现差距很大的来源占比

数据，让公众在事关自身健康的重

大环保事件面前莫衷一是，犹如雾

里看花。底数不清、机理不明是制

约 大 气 污 染 治 理 工 作 的 瓶 颈 之

一。对此，我们必须摸清我市相关

污染的形成、扩散规律，出台针对

性措施，形成治理合力。

科学是解决问题的钥匙，态

度是收获成果的关键。在社会业

已形成的广泛共识下，有着科学

严谨的精神，更需要实干的态度，

动真格，出实招，彻底打破“一亩

三分地”思维，避免出现这边治理

那边污染，否则不仅监督力量疲

于应对，也削弱了污染防治的严

肃性。

当然，环境“疾病”治理也不是

一蹴而就的，尚需社会各界的共同

努力。为了改善生存环境，我们每

一个人都应将保护环境作为自己

的职责，自觉践行低碳、绿色、环保

的生活方式，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让天蓝、地绿、水净、气爽成为描绘

“两美”永康画卷的主色调。

大气污染治理，要打持久战
环境“疾病”治理不是一蹴而就的，尚需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为了

改善生存环境，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将保护环境作为自己的职责，自觉践
行低碳、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让天蓝、地绿、水
净、气爽成为描绘“两美”永康画卷的主色调。

□本报特约评论员
薛建国

“边界行”必出
“真家伙”

时隔 24 年，永康日报全面落实“走转改”

“三贴近”要求，组织新老报人一起，再次环永

康“边界行”，开启新一代报人新闻为民的逐

梦旅程（详见本报25日3版相关报道）。

这是一次具有现实意义的旅程，作为同

行，我分外看好并羡慕这样的“边界行”。

报纸是给读者看的，新闻报道是为读者

服务的，本报的读者遍布城乡的各个角落，作

为报人，毫无疑问要深入到读者的身边，扎根

到新闻的源点，倾听广大读者的心声，反映广

大读者的呼声。这样采集来的新闻才是原汁

原味的，有感染力的。

24年前，永康日报一批老报人怀着对家乡

山水的热爱，怀着对新闻理想的不懈追求，跋

山涉水，走村入户，历时近一个月，绕永康边界

一圈，用笔触和镜头记录了一个个难忘的瞬

间。今天，我们新一代报人沿着老报人的足

迹，以比其更加开放的心态和脚步去丈量民

情，用更为先进的笔和镜头去见证时代的变

迁。想必，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轻松旅

程，6个组的采编人员，绕永康的边界走上完整

的一圈后，是要拿出“真家伙”来的。这个“真

家伙”，就如市委副书记蒋金红所希望的，要透

过发展看问题，真实了解和如实反映边界群众

的生活、生产情况，宣传和反映一些制约和阻

碍发展的难题及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

要拿出这样的“真家伙”，相信每个有激情

有担当的“边界行”采编人员不敢有一丝的怠

慢。正如永康日报社总编辑胡高进所言，只有

在“一头汗两腿泥”中捕捉好线索，把目光对准

基层，把版面和镜头留给群众，才能使新闻报

道散发出泥土的芳香，传递出百姓好声音；只

有走出精气神、转出真情意、改出清新风，才能

让报道更有“温度”和“深度”。这是一张新闻

纸的高贵品格所在，有了这种品格，何忧“真家

伙”无日不出现在我们的报纸上。

“心系读者，情系万家。”这是纸媒辉煌时

期很多办报人高调唱响的办报理念。要真正

做到这样的“心”与“情”，归结到一点，就在于

“行”。本报的“边界行”，就是一次实实在在

的行动。行到田间地头，“一头汗两腿泥”，收

获在其中；行到村民家中，“住”进百姓心房，

喜怒哀乐凝于笔端、跃然纸上。基层是新闻

的源泉，深入基层是报人永远不会过时的传

统，尤其在信息传播与获取非常便捷的当下，

更需要新闻采编人员沉到一线去，不但要

“行”在路上，还要“行”进读者心田，广泛采撷

并报道鲜活的、读者喜闻乐见的、有真情实感

的新闻。正是基于这个初衷，报社的这次“边

界行”活动，也使得“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

更富实效，把践行“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的重要举措落到了实处。

“边界行”必出“真家伙”。期待本报“边

界行”的采编人员不虚此行，捕捉到一个又一

个好线索，给读者献上一篇又一篇好报道。

如此，不仅仅是广大读者，即便行内人，也会

竖起大拇指——赞的，都是“真家伙”。

□本报特约评论员
王国荣

报纸是给读者看的，新闻报道
是为读者服务的。作为报人，毫无
疑问要深入到读者的身边，扎根到
新闻的源点，倾听广大读者的心
声，反映广大读者的呼声。这样采
集来的新闻才是原汁原味的，有感
染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