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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评论员
王国荣

生态是一本无价的大账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

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好山好水好地

方⋯⋯”若是住在这如歌如画的风水宝

地，朋友肯定会纷至沓来，就像周末呼

朋唤友前往唐先镇箬岭下村度假的一

拨拨市民，他们跳进南江溪戏水游泳，

尽情地呼吸新鲜空气，多半是为了逃离

嘈杂的城市，为自己寻找一方调适心情

的好地方。

乡村多河流，像南江溪穿行于深山

沟，总长度只有 3.5 公里，途经唐先镇箬

岭下村、安坑村、山端头村等 3 个村，沿

线居民 600 余人，这依水而居便是一种

福。但是如果任由这一条条哺育了我们

祖祖辈辈的“母亲河”遭受污染，变成常

年的劣Ⅴ类水质，变成一条条黑水滩、臭

水沟，那就等于在作践我们自己的生活，

在透支和糟蹋子孙后代的福报。

古人谓水为“万物之本原”，也即今

人常说的“水是生命之源”。可不幸的

是，这几十年来的发展成果虽然有目共

睹，但许多地方却已付出了惨重的生态

代价。在不少乡村，母亲河有的一夜之

间变成“黄河”，清澈溪流渐成“龙须

沟”。当河里的鱼虾等生物绝迹了，大

自然的生物链破坏了，不少农村因水土

严重污染甚至出现了“癌症村”；当城市

人走在大街上需要戴口罩呼吸，人类的

生存越来越遭受威胁时，才逼迫人们痛

定思痛，才醒悟“先污染后治理”的代价

太过惨重。这其实也是大自然对人类

不敬畏自然、破坏生态、漠视生命的一

种报复。

如今治污治水，很多地方都是花大

代价的。有的地方仅仅治理其中一条河

流，其工程预算就得千万上亿的。虽然

我们对生态的欠债已经够多，治水战役

似乎也滞后于经济，但长痛不如短痛，为

了母亲河不再流泪，为了母亲的微笑，为

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我们已经没有

退路，必须痛下决心打好治水这一仗。

据本报报道，今年我市已经往水里“砸”

了 8 个亿，我想，随着“五水共治”的深入

开展，要投入的资金恐怕还要更多。

因此，这再次让人领教到，生态破坏

的后果是多么严重。同时，它也给人警

示，促人反思，生态是一本无价的大账。

这本账，不仅仅是 GDP 增加多少能够算

得清的，更非某一行业兴盛所产生的效

益能够填得平的。如果这“代价”与“成

本”两本账，能够早点算到生态上去，也

许我们的许多母亲河至今依然是清澈美

丽的，孩子们可以在水中嬉戏，两岸人家

可以在河里淘米洗菜，鱼虾代代繁衍。

可惜的是，很多地方为了一时的经济利

益，忽视了生态的重要性。而且被污染

了的水生态和大气环境，也非砸下钱去

就可以马上恢复元气的，它还需要滋养

与呵护。

“五水共治”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

统工程，而且养护的代价不会比整治

的代价小，怕就怕污水“回潮”，一边在

治理，一边却在糟蹋。好在我市在大

力开展治污水工作的同时，同步推进

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走在

了金华市的前列。同时，还要在“三改

一拆”等方面下功夫，治出一个经济、

生态、民生都可持续发展的城乡新面

貌。治好了绿水青山，就有了金山银

山。一个好的生态，会引来许多远近

游客，会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一个好的生态，功在当代，惠及

后代，利在千秋。在这本“生态大账”

面前，8 个亿甚至再多的钱，或许都成

了小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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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我市出台科技创新券实施管

理办法，暂定创新券年度发放规模 1000

万元（详见本报26日1版相关报道）。

这是一张在未来能产生神奇效应的

小券。今后我市的企业家和创业者们，

可以把这张小券当成一把钥匙，凭借它

打开科技创业创新的大门，让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火苗在我市这片土地上越烧

越旺。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如何激活科

技市场，这本身也是一个科技问题。我

市推广应用科技创新券，是一项制度创

新，有利于深化科技经费管理，促进科技

资源开放共享，降低企业和创业者创新

成本。这是科技部门给资金紧缺的中小

企业带来的一场“及时雨”。

当下科技资源配置“碎片化”问题较

大限制了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和成果转

化。企业搞研发，需要科研仪器设备，这

是支撑科技创新的基础条件，但由于资

金短缺等问题，很多科技型小微企业在

购买、使用科研仪器设备上存在困难。

科技创新券联通了创新平台与企业，有

效减轻了企业负担。

传统做法，科研经费是以项目的形

式奖补给企业，这一过程中，一些小企业

很容易被忽视，创新项目往往会因为缺

钱而夭折。发放科技创新券，实现了由

支持一个项目向支持整个市场、由点上

支持向面上支持的转变，让中小企业和

创业者找到了创新要素的同时，也推动

了科技服务业的发展。

与扶持企业创新的现行政策相比，

创新券具有普惠性特点，政府不设支持

门槛，这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确保财政科技经

费高效规范使用。

科技创新券的使用必然会激活科技

服务市场。这一政策，一定程度上倒逼

科技部门推进社会化、公众化和市场化

的改革，甚至将兴起一大批新兴科研服

务机构。

发放科技创新券，是政府的积极作

为，旨在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张

小券如同中药配方中的引子，将产生无

穷的功效。因为有了科技创新券给予的

补助，企业舍得也愿意在科研上加大投

入，从而起到支持和引导作用。

用一张小券撬动全市的创业创新，

这就是制度创新的魅力。它是科技体制

改革的重要内容，未来势必有更多的科

技经费通过创新券的形式来发放，必将

有助于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走上创业

创新之路。

一张小券点燃“科创”热情

用一张小券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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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科技经费通过
创新券的形式来发
放，必将有助于量大
面广的中小微企业
走上创业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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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义勇为是道德问题也是“技术活”
18 日，我市市民俞今朝在厦门旅游

时，在海里救上一名溺水的小伙子，并婉

拒了溺水者答谢的礼金（详见本报26日

7版相关报道）。

见义勇为，现代汉语词典里是这样

解释的：看到正义的事情奋勇地去做。

毫无疑问，俞今朝的救人行为，就是见义

勇为。更难能可贵的是，俞今朝是只“旱

鸭子”，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向溺水者

跑去”。不过，他并没有盲目地直接跳进

海里，而是从旁边的小女孩手里“抢”过

救生圈，并套在自己手上。最终，通过和

另外一名好心人合力，两人顺利将溺水

者救上岸。

匡扶正义、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也是当前社会经久不衰的话

题。但在社会转型的前提下，传统的社

会习惯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变，人们

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极大变化，社会道

德水准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滑坡，人们往

往会抱着“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

霜”的看客心理。尤其当老人摔倒“扶不

扶”成为一道选择题的时候，是不是所有

人都应扪心自问？表面看来，这只是信

任缺失的极致演绎，但归根结底，则是社

会失范的表现。

看到有人溺水，救还是不救？这也

是道选择题，也许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

答案。俞今朝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也做

了一次很好的示范。与他做出同样选择

的，还有在岸边摆摊的这名小伙子。溺

水者是幸运的，如果不是碰上这些好心

人，或许真的会如他自己所言：“没有你，

我今天就葬身大海了。”

从俞今朝身上，我们收获的不只是

感动，还有一心向善的正能量。这种感

动和正能量，并不一定是惊天壮举，只

要我们细心去体会、去发现，它其实一

直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正如本报

“寻访身边感动”栏目中所展现的一个

个小人物、一个个小故事。这种感动和

正能量，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新风正

气，有时候，它是一句温馨的问候；有时

候，它是一个善意的微笑；有时候，它是

一次亲切的握手；有时候，它是一个不

经意的举动。这种感动和正能量汇聚

在一起，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

量，成为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直

观的体现。

俞今朝的见义勇为行为，在精神和

道德层面毫无疑义是应该受褒扬的，甚

至应该大书特书，成为全社会的典范，让

全社会的人们心向往之，从正面引导整

个社会的风气。这不仅是对见义勇为行

为的一种肯定，更能调动所有人一心向

善的积极因素。

当然，我们为“旱鸭子”俞今朝跳海

救人的精神和勇气点赞，但并不是鼓励

人们不分情形盲目地见义勇为。毕竟，

见义勇为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

门“技术活”。见义勇为不仅要求行动者

对他人的遭遇有着敏感的反应能力、当

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也

要求行动者具备充足的体力、丰富的经

验和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就像俞今朝家

人所说：“你虽然是见义勇为的英雄，我

们为你点赞，但你不会游泳，怎能这样奋

不顾身呢？以后，救人也要注意自己的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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