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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评论员
王国荣

呵护街角每一处“精美魂”
街角小品为“两美永康”打造了“金名

片”，不少镇村因此入选全省美丽宜居示范
村试点。希望继续念好“拆治建”三字经，为

“匠心永康”“和谐永康”再添新景。

街角小品，是近几年来我省在实施

“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等综合整治中

的一项美化工程，也是美丽乡村建设、

提升城乡居民生态宜居环境的一项民

生工程。我市在 3 年时间里建成了 1.6

万余个街角小品，可以想象，那该是多

美的一处处景观。

很多市民都有像陆女士一家那样

的亲身感受，这个春节走亲访友时沉浸

在了自己家乡“风景这边独好”的喜悦

中。尤其正月十五闹元宵，大小灯笼处

处挂，老人小孩笑开花，街角小品亮彩

灯，村村宅宅年味浓。八字墙村的新建

文化长廊，池塘边的同心亭，角角落落

种的树木花草，街角小品的景观灯，正

是我市街角小品建设的一个缩影。

街角小品，贵在特色。如 2 年前就

荣获“浙江十大最美入城大道”的五金

大道，其入城口区域把绿化园艺与五金

雕塑结合，人们入城第一眼就感知这里

是闻名全国的“五金之都”，“匠心永康”

“和谐永康”便在其中。这就是区别于

他城的唯一性，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与

文化背景。不仅城区在悄然蜕变，农村

也是面貌一新，如一只只被遗弃多年的

罐瓦拼凑上墙，点缀上绿色植物成为新

亮点；一堆堆垃圾清理后，精心装扮成

赏心悦目的绿化带；还有那绿化带里银

光闪闪的“繁星月亮”、村边湿地那“巨

轮水车”⋯⋯城乡角落处处展露新颜，

异彩纷呈的街角小品“亮瞎”人眼。

街角小品，好在“三点”：“整脏治乱

去污点、以小见大抓重点、立意立品提

亮点。”在建设过程中，有关部门念好了

“拆治建”三字经，注重拆后处置，把拆

违还路、拆违改造、拆违增绿、拆违添景

有机结合，拆出空间，改出风景，用出效

益。这样，进一步增强了百姓信任感、

认同感，同时也有了获得感，真切感受

到危旧房治理、农房改造等工作的必要

性，亲眼看到过去脏乱差的地方自从建

起街角小品后，城乡颜值和居住环境一

下子提升了，其幸福感也就油然而生。

谁不想住在山明水秀的“大花园”景色

中，谁不想自己的家园处处是绿水青

山、金山银山？

街角小品，靠人呵护。1.6万余个街

角小品的建设，花去了“政民企”多元化

多渠道筹得的10亿元，这些钱为改善民

生而投，这些钱其实也等于是每个人的

钱，因此要把每一处街角小品当作是一

个个活着的“生命”，倍加珍惜与爱护它

们的“精美魂”。它们既是“生命体”，就

有“生老病死”之虞，尤其是花花草草的

养护，一直需要花财力人力物力。因此，

不能“为建而建”“一建了之”，从此放任

不管，更要防止遭受不法侵害。否则，

“花开一时好”，就失去了街角小品建设

的美丽初衷，到时又成新的“污点”。

镇镇有精品、村村出亮点。如今，街

角小品为“两美永康”打造了“金名片”，

不少镇村因此入选全省美丽宜居示范村

试点。希望继续念好“拆治建”三字经，

为“匠心永康”“和谐永康”再添新景。

打造“无忧招聘”摒弃“过河拆桥”
人才是“千里马”，好马配好鞍，无忧纵

驰骋，在八仙过海招聘人才中，始终不变
的 是 对 人 才 的 尊 重 ，倾 情 打 造“无 忧 招
聘”，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出。

风雨阻挡不了外来务工人员回

永的脚步，元宵节前后是企业招聘人

才的黄金时段。继群升集团、飞神公

司等整版招聘广告之后，总部中心正

月十七又集中举办人才招聘会，无不

透 露 出 我 市 企 业 求 贤 若 渴 的 心 情 。

特别是以高薪向高端人才抛出橄榄

枝，再次印证转型升级打造先进五金

制 造 业 基 地 过 程 中 ，发 展 是 第 一 要

务，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

源。人才是“千里马”，好马配好鞍，

无 忧 纵 驰 骋 ，在 八 仙 过 海 招 聘 人 才

中，始终不变的是对人才的尊重，倾

情打造“无忧招聘”，让人才引得进、

留得住、用得出。

打造“无忧招聘”核心是要给人

才多些“青睐”。在近日召开的全市

作风建设大会暨做实做细“三服务”

活动推进会上，有关人员在表态发言

中说到，要聚焦痛点、难点、堵点，全

面提升服务人才水平。多些“青睐”，

首先要摒弃“过河拆桥”思想，以更高

的站位、更宽的视野、更广的胸怀引

才留才用才。如针对我市相对缺乏

的技师、高级技师等实用型人才，要

把他们看成永康版的“大国工匠”。

一方面提升他们的工资福利待遇，另

一方面在人才住房、孩子就学等方面

更多倾斜，用顶层设计打造“无忧招

聘”空间，充分彰显我市吸纳人才的

张力。人才往往有点“个性”，多些

“青睐”尚需包容人才。《邹忌讽齐王

纳谏》是《战国策》中的名篇，其蕴含

的广开言路、虚心纳谏的包容哲理，

在今天对人才营造宽松的环境仍有

借鉴意义。

打造“无忧招聘”关键是要给企

业多些“便利”。近年来，我市积极引

入市场力量参与人才工作，全面提升

引进、评价、服务人才的高效性和精

准性，营造了一个“寻觅求贤若渴，发

现如获至宝，举荐不拘一格，使用各

尽其能”的优良人才生态环境。如步

阳集团副总经理程明松 20 年前从丽

水一家国有企业出来后，一直在步阳

兢兢业业，对公司需要哪些人才知根

知底，他是招聘进来的人才，又去引

进新的人才，实现了良性循环。我市

一家上市公司在猎头公司游说下，曾

以 50 万元年薪从深圳挖了一位高端

人 才 ，结 果 该 人 才 过 去 就 有 不 端 行

为，引进后又恶习难改，公司花钱买

了深刻教训。如果政府部门有一个

审核机制，能对鱼龙混杂的人才区分

辨别，也是服务企业的具体体现。

打造“无忧招聘”重点是要给环境

多些“优质”。年薪制也好、绩效奖也

罢，其实衡量用才环境的标准并不难，

看看他们是不是安心在永康，是不是

尽心尽力为企业着想，是不是作用得

到了充分发挥。天目琴行老板李依伟

在股份制改造时，考虑人才的重要性，

适当分配一些股份给他们，结果许多

当年音乐学院高材生留了下来，有不

少已在我市安家落户。

多些优质人才环境，还要全面研

究我市现有人才的学历、年龄、性别、

专业结构等状况，深入了解不同人才

的不同心理，让引才政策更能因地因

时制宜，更具针对性，更有实效性，确

保引入的人才各尽其能、各得其所。

我市五金产业从“低小散”走向

“高精尖”的历程，留下了人才队伍不

断发展壮大的轨迹。在转型升级的

关键阶段，不走创新驱动道路，新旧

动能就不能顺利转换，先进制造业基

地就前途遥远。先进靠创新，创新靠

人才。打造“无忧招聘”，摒弃“过河

拆桥”，为新腾飞提供强大的人才支

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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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建国 不管什么年龄段的孩子，尊重是前提，只

有当他们觉得被尊重，才能被引导。年走了，
但愿孩子的压岁钱留给我们的不是压力，而是
祝福之本真。

永康有一位妈妈最近不开心。不

开心的原因是家里的“熊孩子”，瞒着她

花光了 2500 元压岁钱，换回了 43 张游

戏充值卡。

这熊孩子确实够气人的，但如果一

味将气撒在孩子身上，可能就是错了方

向，于事无补。此事表象是孩子的错，

但其实责在家长，家长应该多从自己身

上找原因才对。

一个 9 岁的孩子似懂非懂，家长的

教育引导很重要。显然，在这个孩子

的教育上家长是有责任的。9 岁孩子

对钱的概念不会太强，但他能买那么

多的游戏充值卡，至少有一点可以说

明，他沉迷于玩游戏，上瘾“中毒”了。

9 岁应是小学低年级学生，在校期间一

般是接触不到网络游戏的，沉迷游戏

应是家庭环境造成的。原因不外乎这

么几种：一、家长放任自流，认为小孩

子玩游戏算不了什么；二、家长疏于陪

伴，对孩子成长过程中的行为、思想动

态掌握滞后；三、家长不懂、也不学习

如何教育培养孩子向上向善向美，任

由孩子野蛮生长。我们常说，父母是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个责任是很重

的。钱花了可以赚回了，但笔者担心

的是这个沉迷于游戏的孩子能不能挣

脱游戏的束缚？这是作为家长应该思

考的一个严肃问题。孩子如果继续专

注于游戏，可能就会无心于学业。他

为了玩游戏花光了压岁钱，现在压岁

钱没了，但游戏还是要玩的，他会不会

伸手向父母亲要钱？如果父母亲不

给 ，他 会 不 会 背 着 父 母 偷 拿 家 里 的

钱？逻辑上讲，一切皆有可能。这样

的孩子若不“矫正”，会因玩物而丧志，

因志失而迷失，这是非常危险的。

对孩子的教育，就是人才的培养，

这是个宏大主题。但今天所说之事是

由孩子乱花压岁钱引起的，所以话题绕

不开孩子的压岁钱，怎样引导使用？考

验家长智慧。

过年，长辈给孩子发压岁钱是中华

传统民俗，是希望晚辈平安度过新的一

年。钱多少是没有关系的，要的是有一

种仪式感，通过这种仪式表达美好祝

愿。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压岁

钱变味了，很多人将压岁钱当做相互攀

比的工具，孩子间也滋生互相攀比的心

理。钱多了，问题也来了。孩子们变得

阔绰起来，有用压岁钱上网吧的、赌博

的、大吃大喝的，家长如果干预还可能

遭顶撞：“我花的是自己的钱”。

压岁钱是长辈给孩子的，理应归孩

子所有，但不是说父母就无权过问，任

由孩子处置。如果是这样，父母就是

“不作为”。相对“不作为”的就是“乱作

为”，即有的父母把孩子的压岁钱归为

己有。这种方法简单粗暴，对孩子的美

好心灵是有伤害的。我们反对“不作

为”，也要警惕“乱作为”，呼唤的是“善

作为”。什么是“善作为”？比如说，对

学龄前的孩子，家长可以把孩子收到的

压岁钱存起来，用作孩子的健康基金或

教育基金。而当孩子已经上了小学，家

长最好和孩子商量处理办法。如果孩

子希望把钱存起来，家长可以带着孩子

到银行开户，让孩子实地体验什么是理

财。如果孩子想买一些自己喜欢或需

要的东西，家长可以给孩子留出部分压

岁钱，让他们自己保管和支配，也能对

如何花钱有初步的规划。总之，不管什

么年龄段的孩子，尊重是前提，只有当

他们觉得被尊重，才能被引导。年走

了，但愿孩子的压岁钱留给我们的不是

压力，而是祝福之本真。

乱花压岁钱是家庭教育不得法

大家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