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音

7

让绿色祭扫成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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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日天气新，秦

淮水边多丽人”。三月三上

巳节，是汉民族传统节日，

即春浴日，又称“女儿节”。

3月26日，南京大报恩寺遗

址公园举行上巳节丽人行

古礼游园活动。活动现场，

几十名身着汉服的女子重

现了上巳古礼仪式。

郭元鹏评论说：
各种

促销活动、各种礼物、各种

评选……让“女儿节”多了

不少热闹。可也正是因为太

热闹了，让“女儿节”失去了

该有的文化元素，“女儿节”

彻彻底底变成了“丽人节”，

过的只是一张漂亮的脸蛋。

相比之下，南京的“女儿节”

活动就很有意义，让“女儿

节” 多些传统文化韵味、多

些传统文化素养，向参与者

和观众讲述“女性文化”的

内涵，感知女性的伟大和责

任，这才是“女儿节”的正确

打开方式。

三包扩容值得称道

文/刘根生

3月27日， 记者从呼和浩特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了

解到， 从即日起餐厨垃圾管理纳入门前三包责任制，

私卖泔水、未分类餐厨垃圾的商家，将受到最高1000

元的罚款。（3月28日《北方新报》）

除了对餐厨垃圾加强管理以外，不得实施破坏绿

地、 树木及相关设施等行为同时也被作为新增内容，

纳入了门前三包责任制的范畴。这就意味着，呼和浩

特市城管部门对家喻户晓的门前三包责任制进行了

扩容，门前三包责任范围变得更大。

传统意义上门前三包责任制的内容主要针对的

是环境卫生，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市管理的需

要，门前三包责任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门前一亩三分

地上的干净卫生，还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正是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首府对门前三包责任制进行了扩

容，这不仅是一种制度创新，也让城市管理更加精细。

温情执法

彰显人文关怀

文/南木

据《北方新报》报道，

因环境卫生条件极差，不

符合食品经营许可条件，

赛罕区人民路的一家焙子

铺本在取缔范围。 但赛罕

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执

法人员考虑到店主家庭困

难， 还有一个上大学的女

儿需要供养， 遂通过爱心

募 捐 为 老 两 口 筹 集 了

12400元，焕然一新的焙子

铺得以易址开张。

时下，整治“五小行业”

脏乱差行动声势正猛。事关

首府形象，更与民众安全与

健康紧密相连，该项行动深

得社会拥护。但我们也应注

意， 除了一些心术不正，缺

乏自律的商家以外，也有不

少人虽有改善经营条件的

意愿却没有相应的经济能

力。 一些生活困顿的人群，

做个小买卖养家糊口不易，

要求其转变为正规化经营

实在勉为其难。我们常说执

法要以人为本，赛罕区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用柔性执

法做出了一个好榜样，证明

了秉公执法与服务民生完

全可以并道而行。 刚中带

柔，疏堵结合，人性化执法

更能体现执法的有效性。与

之类似，去年，沪上的阿大

葱油饼名噪一时，后因无证

无照经营被关停。 同样，执

法人员在严格执法的同时，

也想方设法帮助阿大重新

开张，合法合规经营，此举

赢得舆论一片赞誉。

“老两口焙子铺”的诞

生， 既是店主崭新生活的

开端， 也标志着执法部门

执法水平迈上了一个新台

阶。执法离不开人文关怀，

有此做支撑， 首府的市场

环境就差不了。

灯泡被偷走， 排风扇

被拆， 门被踹烂……投放

不到一个月， 首府街头的

便携式移动公厕伤痕累

累。（3月29日《北方新报》）

由于水冲公厕改造，

赛罕区环卫局通过与社区

居委会沟通选址， 在人流

量较大，经常被人随地大

小便的位置暂时投放一

些移动公厕，这原本是好

事。但是，因为移动公厕

主要是给过路市民和沿

途商户提供方便，附近居

民很少使用，所以就遭到

了他们的举报、抗议乃至

破坏，好端端的公厕硬是

将其搞得伤痕累累，实在

是不应该。

这些人之所以敢破坏

公物， 显然和有关部门监

管不力有关。一来，很多公

共设施平时根本就没有人

去监管， 有人搞破坏也无

人出面制止；二来，公物遭

到破坏后，尽管损失不小，

但是有关部门一般都是给

予修复了事， 至于搞破坏

者是谁却没有认真去追

究。如此以来，违法成本几

乎为零， 也难怪一些人破

坏公物时会肆无忌惮。

没有严格高效的城市

管理， 就不会有健康快速

的城市发展。 职能部门之

间职责不明， 就势必会造

成很多城市管理盲点，形

成多龙难治水的局面。很

显然， 要想彻底改变这种

现状， 就必须从理顺管理

体制方面入手， 进一步明

确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并

且加大对“不作为”的问责

力度， 如此才能杜绝城市

管理盲点出现， 破坏公物

者才不敢这么放肆。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广

大群众文明祭祀的宣传引

导， 推动殡葬改革健康和

谐发展， 确保首府地区清

明节祭祀安全有序， 呼和

浩特市民政局在首府四区

设立了26个鲜花公共祭祀

点。 记者在连日调查采访

中了解到， 随着国家提倡

环保祭扫， 环保祭祀越来

越受到市民青睐。（3月29

日《北方新报》）

“清洁而明净”是古人

对清明节的解释， 时至今

日， 其中更蕴含着文明与

环保的理念。有道是“穷则

变，变则通，通则久”，几千

年的扫墓本身就在变，习

俗也同样可以变。 让文明

绿色祭扫成为主流， 需要

用移风易俗加以化解，着

力破除陋习。

寄托哀思、缅怀故人，

需要的是静思怀想和心诚

意至。扫去一方尘埃，擦亮

一张照片，放上一束鲜花，

说出一段真心话， 这样的

祭祀方式既不扰逝者清

净，又能沉淀生者的心灵，

何乐而不为？

当然， 移风易俗需要

一个改变过程，除了要公

众主动顺时应势、转变观

念外， 还需社会管理给

力。在保持对传统风俗尊

重的同时，尤应通过行政

方式的转变、公共服务的

提升，不断满足公众的殡

葬需求和祭扫要求 。比

如，墓园和安息堂在提供

便民服务的同时，可以用

鲜花、绿植等换取人们手

中的纸钱、冥品；即便是

对坚持用传统方式祭扫

的人们 ， 也不该过于强

制，而应提供固定的焚化

地点和专业的焚化炉，最

大限度地杜绝“次生伤

害”。又如，可以开通微信

扫墓、 虚拟社区拜祭等新

颖方式， 在潜移默化中影

响人们的扫墓方式。

不按常规答题的孩子

近日，一道小学生的数学题答案在网络上火了起

来。原题是“妈妈买回5块饼分给兄弟4人，怎样分才

是最公平合理的呢？”一名小学生的答案是“可以分

妈妈1块”。对于该答案究竟应不应该给分，网友持不

同意见。27日， 某网站发起的投票调查栏目结果显

示，88%的受访网友认为孩子有爱，应该给满分；12%

的受访网友则认为这是数学考试， 答案错误就应该

给零分。

郭文斌：
按照标准的答案应该是给零分，可这么

多网友不愿意给，只是不忍心打击孩子的爱心。这种

良苦用心我们理解， 但数学有自己的逻辑和规则。该

是什么答案就是什么答案，答对了才可以给分，答不

对，不管是以什么样的爱心答案出现，都不能得分。

罗志华：
这道题之所以引发热议，是因为它关系

到人们对待规则的态度。尽管在这方面的观点各不相

同，但规则理应被放在更显著的位置，至于那些合情

不合规的行为，则可通过其他方式弥补，不应打破规

则来迁就。就这道题目而言，数学运算法则理应得到

遵守，但学生对母亲的情感，则不应放在数学题上来

评价，可通过其他方式加以肯定。

段思平：
我们应思考的是，究竟如何考察孩子的

学业成果，才对孩子的成长最有利。从某种程度来说，

能答对这道题的孩子很多，但能答出“分妈妈一块”的

孩子很少，我们应该珍惜孩子的这份童真，给予恰当

的引导。 永远不要简单粗暴地对待一个与众不同、不

循常规的孩子，这应是一个起码的教育准则。

文/徐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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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节

破坏公厕必须追责

文/程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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