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摒弃陋习，让“永康蓝”常蓝
□本报特约评论员

王国荣
神猴辞岁，金鸡迎春，又要过年

了。过年，通俗地说，也就是“辞旧迎

新”。因此，几千年来国人对除夕特别

看重，“爆竹声中一岁除”——2000 多

年前的古人，用竹子焚烧发出“噼噼

啪啪”的响声来驱逐瘟神，祈求来年过

上安泰的日子。

古人是简单的，那时候还没有火

药和纸张，过年仅以火烧竹子发出的

爆裂声来烘托热闹气氛，来壮壮胆子，

这一习俗一直延续下来。但古人绝对

没有想到，今人的爆竹，居然能把老天

炸个乌烟瘴气，把天兵天将爆得痛哭

流涕，从除夕的高潮迭起，燃放到正月

十五都不停息。以至本该欢乐祥和的

日子里，有人不幸被炸伤，有的人家被

窜入窗户的烟花引发火灾，甚至还有

丢命的，乐极生悲。

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无止境，但

是人的欲望该有节制。社会发展和科

学进步，本身也是个不断“辞旧迎新”

的过程，社会朝新文明走向，科学向新

领域进军，人的观念也随之相向而

行。过年辞旧，告别过往的不愉快，摒

弃陈腐的陋习，应是人之共识，人心所

向。所以，过年再捧着烟花爆竹、再对

它情有独钟，就不免被人笑太老套、太

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了。

过去少吃缺穿，盼到过年才有一桌

大鱼大肉，才穿新衣服。如今是吃穿不

愁，天天像过年。过去是少有玩乐，如

今可以满世界跑，仅一“机”在手，玩遍

天下。过去谁会想到，买东西不用带现

金，现在只要“扫一扫”；即便你远在他

乡身无分文，亲戚朋友可以在异地帮你

一指搞定回家的车票。过年的人，已经

对满宴佳肴心不在焉，而是都低头玩着

手机，或者全家老小、呼朋唤友到异国

他乡游玩去了。看有多少历史久远、具

有浓郁地域文化特色的过年风俗，在与

我们渐行渐远。所以，现在很多城市过

年早已告别了烟花爆竹。

我市在全市范围内实施禁止销

售、燃放烟花爆竹的“双禁”政策已一

年有余，得到了市民的积极响应。正

如本报近日在“双禁”系列报道中讲到

的，相比于烟花的绚烂，没有烟花爆竹

的安静、干净、安全还有持续的“永康

蓝”更让人沉醉，“低调”过节已然成了

一种习惯；没有鞭炮的一年多，永康人

感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变化，但逢节假

日，“永康蓝”频现，刷爆朋友圈，市民

们看到了空气质量的显著提升；朝九

晚五的上班族，终于能在假期享受自

然醒的慵懒⋯⋯市民们不知不觉中已

经习惯了没有烟花爆竹的日子。

今 年 ，我 们 继 续 对 烟 花 爆 竹 说

“不”，共同遵守“双禁”承诺，守护碧水

蓝天。看本报 11 日 2 版报道，9 日上

午，我市集中销毁了300多件收缴的烟

花爆竹。这些烟花爆竹多为市民主动

上交的，这又从一个侧面印证，摒弃旧

俗陋习越来越深入人心。这一过年习

俗的改变，因应社会文明进程，因应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应“永康蓝”

常蓝的期望。

社会发展和科学进
步，本身也是个不断“辞
旧迎新”的过程，社会朝
新文明走向，科学向新领
域进军，人的观念也随之
相向而行。过年辞旧，告
别过往的不愉快，摒弃陈
腐的陋习，应是人之共
识，人心所向。

□本报特约评论员
赵开浪

相机授权，让河长有名有实
轰轰烈烈的五水共治三年行动计

划接近了尾声，这项深得民心的大好

事大实事在今后能否一如既往保持良

好状态，关键是以河长制为核心的长

效机制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我市

“一河两长三哨”构建网格式监管体

系，新年一周 400 多名河长巡河 900 余

次，河长履行职责，治水久久为功，党

委政府和老百姓对河长制寄予了厚

望。（详见本报9日1版相关报道）

不难发现，全市 431 名各级河长

都身兼数职，他们非官非民，亦官亦

民，很多时侯，河长以“名”为主，以

“实”为辅。河长们 7 天巡河 962 次，大

部分是在白天巡逻，履行的是监督和

报告的职能。在“五水共治”转向长

效管理后，市级层面可能会出现“鞭

长莫及”的情况，镇、村管理也许有所

松懈。没有高压态势的震摄，少数工

业企业主，部分理发、洗车、餐饮经营

者，个别畜牧业养殖户又会产生直排

污水的侥幸心理，建筑垃圾、生活垃

圾也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随意堆放在

河边。河长如果仍停留在白天常规

“巡逻员”的角色定位，显然很难适应

新形势。

在没有先例可循的长效治水中，

我们不妨分析一番“相机授权让河长

有名有实”。

第一步，选择合适的授权河长。

被授权河长不仅要在品行方面信得

过，而且要勤于工作、乐于付出、敢于

担当，这就要在河长制中优胜劣汰，避

免发生“马谡失守街亭的悲剧”。

第二步，明确授权的目标。该做

什么，不该做什么，在什么时限内完

成，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市、镇、村

三级河长承担的职责不同，授权的目

标也不相同。村级河长的首要目标是

确保没有垃圾、污水入河，一旦发现立

即查明原因，报请相关部门处理并提

出处罚建议。镇级河长的首要目标是

开展治水中较难问题的协调解决，从

有堵有疏的角度把治水治出更高新水

平。市级河长的首要目标是处理需要

市级层面协调的治水难题，从今后五

年甚至十年的目标想办法、出思路、提

政策、抓落实。从巡逻的角度看，每级

河长的目标交叉比较多，但从科学、有

效、有针对性管水治水分析，不同河长

之间应该是互补的关系，是递进的关

系，是总目标相同分步骤不同、宏伟蓝

图一致履行职责有差异、与人民群众

同心协力但从多层次发力而且力度是

指数级增长的关系。

第三步，按步骤授权。河长除了

监督和报告外，在经过授权以后，可以

对河道保洁单位提出批评、处罚和奖

励，可以就治水方面约见公安、环保、

城管、市场监管、镇街区等有关部门负

责人，向有关部门提出整改要求，甚至

要求全市开展“查处夜间直排黑心企

业”行动等，当然，犹如举重训练一样，

要由轻到重，循序渐进。如果不分青

红皂白地把任务压上去，就可能会“闪

了腰”，挫败河长信心。

第四步，对河长完成目标进行管理

和考核，对成绩突出者进行表彰和奖励。

相机授权，让河长既有名又有实，

“名”是让河长对某条河的管理更好

地牵头抓总，“实”是让河长在管理中

有权力、有威信。两者相辅相成，缺

一不可。水利部向全国推广河长制，

很大原因是看到我省已先行一步进行

了探索，并发挥明显作用收到显著成

效。我市作为施行河长制的成功典

范，理应继续走在前列，干在实处，勇

立潮头，为生态化治水、全域化美水、

产业化兴水、长效化护水，打好治水

巩固战、攻坚战、剿灭战、转型战再立

新功。

相机授权，让河长
既有名又有实，“名”是
让河长对某条河的管理
更好地牵头抓总，“实”
是让河长在管理中有权
力、有威信。两者相辅
相成，缺一不可。

及时行孝，让每个老人老有所依
百善孝为先。孝是我国传统文化

美德，舜帝孝感动天、子路百里负米、董

永卖身葬父等关于孝的故事，自古流

传，成为历史长河中孝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为人子女者。

读完本报 11 日 9 版刊发的舟山镇

方山口村孝子徐天程的故事，顿觉一

股暖流涌上心间。为了照顾父母，徐

天程夫妻放弃在城里安稳的工作，双

双辞职回乡下侍奉父母，对“孝道”二

字进行了最好的诠释。

作为妻子的朱燕枝，坚定地支持

丈夫回乡下的决定，更是一种大智

慧。这种大智慧，体现在她的一言一

行中。你看她，在城里长大学会了劈

柴，用土灶烧饭做菜；你看她，每回吃

完饭总是主动抢着收拾餐具；你再看

她，坐在婆婆边上，不知道的人还以为

两个人是母女。

记得前几年，有部电视剧《老有所

依》在荧屏上热播，这部讲述老人归属

和子女孝心题材的电视剧引起了人们

广泛深思。剧中女主人公在一个又一

个挫折面前，仍然保持着对老一辈的

孝心，她的精神让观众感动和折服。

在人的一生中，几乎每个人都希

望“老有所依”。而现实是，并不是每

一个人都能“老有所依”。中国已经进

入老龄化阶段，关注老年人的晚年生

活是目前社会亟待解决和完善的一个

大问题。“养儿防老”虽说是传统观念，

但辛辛苦苦了一辈子的老人渴望得到

一段幸福、安乐的晚年生活，却离不开

子女的孝心。

不可否认，当前社会节奏越来越

快，对于家里老人的照顾常常让子女

们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作为父母，

能够理解子女们工作忙、生活压力

大。但从老人们的内心来讲，谁都希

望子女能够给予足够的精神上的慰

藉。毕竟，哪怕生活再富足，但少了子

女陪伴的晚年生活依然是有缺憾的。

行孝是一种美德，更是为人子女

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我们不必非

得像徐天程那样辞职回家照料父母，

毕竟尽孝还需要物质基础做支撑。否

则真的“坐吃山空”，成了“啃老族”，不

仅尽不了孝，反而拖累了老人。人的

一生是短暂的，父母的晚年尤为珍

贵。他们不希望你赚多少钱，只希望

你平平安安；他们不希望你回报多少，

只希望逢年过节能够一家团团圆圆、

健健康康，这才是他们最大的福祉。

所以，我们说行孝，物质方面的接

济自然必不可少，最起码要让老人丰衣

足食。再就是精神层面的富足，不管身

在何地，子女都要记得“常回家看看，回

家看看，哪怕帮爸爸妈妈刷刷筷子洗洗

碗”。切莫到了老人离开我们时，留下

“子欲养而亲不待”的人生遗憾。

□本报评论员
张赤奎

中国已经进入老龄
化阶段，关注老年人的
晚年生活是目前社会亟
待解决和完善的一个大
问 题 。 行 孝 是 一 种 美
德，更是为人子女义不
容辞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