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 日，南通市中心血
站对外发布“号集令”：请已
经领取江苏省无偿献血荣
誉证的市民联系当地采供
血机构，申请“热血通”卡，
持卡者可刷卡通过地铁、公
交。

（4月23日本报2版）

献血是一项伟大的事
业，我们献出的是热血，而
拯救的是他人的生命。因
此，人人都应该有参加无偿
献血的公益情怀。参与献
血表达的是对他人的友善，
表达的也是对生命的敬畏。

为了支持无偿献血事
业的发展，有关部门实施了

“义务献血者优先用血”的

制度，以倡导更多人参与无
偿献血事业。但是，仅仅有
这样的优惠政策，显然还是
不够的。我们必须真正打
造一个献血光荣的社会环
境，让献血者受到尊敬，让
这个群体成为最受尊重的
群体之一。

终身免费乘坐地铁，
终身免费乘坐公交，虽然
算不上重大的政策，可是
我们看到的是政府主动作
为 的 担 当 。 对 于 市 民 而
言，当然也不差“坐地铁”

“坐公交”的几个小钱，而
从本质上来说，这却不仅
仅是钱的问题。它是价值
的认同，是社会的导向，是
我们“对善良回应善良”

“对美好回应美好”。
公益事业需要更多价

值认同的扩容。而这种价
值认同，需要官方认同和
民间认同的融合。“热血
通”虽然只是一张薄薄的
卡片，但这张薄薄的卡片
上“储存”着的却是充分而
浓烈的价值认同。对于献
血的人来说，他们会因为
这 种 认 同 感 而 有 了 荣 誉
感。对于其他市民而言，
也能从“热血通”卡上，激
发出奉献热血的情怀，从
而让更多人加入无偿献血
的伟大事业中来。

终身免费乘坐地铁公
交，是对献血者价值的极大
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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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热血通”激发更多人献热血
□郭元鹏

阅读新时代 书香新南通
□梁正

22 日上午，狼山镇街
道的滨江花海内人潮涌动、
书香弥漫，一场热闹非凡的

“书香文化”主题活动正在
此举行，第三届“书香崇
川”读书节正式启动。

（4月24日本报4版）

“一物不知，深以为耻，
便求知若渴。”而寻求“知”
的重要方法，就是不断读
书、学习，并在读书、学习中
树正气、明事理、增智慧。
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从实
践起步。我们每个人都有
梦想，都有自己的理想追
求。但光靠梦想，不从浩如
烟海的各类经典书籍中涵
养道德修养、汲取精神食
粮，人生梦想就会成为海市
蜃楼，人生亦会彷徨迷茫。

自从 4 月 23 日被定为

“世界读书日”以来，阅读就
以节日的形式，开启了一年
一度人们向人类丰富的精
神 世 界 创 造 者 致 敬 的 仪
式。多读书、爱读书、读好
书，在今天也越来越成为全
社会的共识。想要读好书，
就一定要读到底，不能浮于
表面，停留在浅阅读层面。
要有古人那种“书读百遍其
义自见”的劲头，带着问题
读、带着思考看。同时，好
记性不如烂笔头，多写多
记，从好的词句到好的观
点，从经验做法到史事史
实，都要做好储备积累，真
正养成读书的好习惯。

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
常做，不怕千万事。读书这
件事，是一件值得我们每天
用心、一直坚持的事。“世界
读书日”其实不过是一年中

普通的一个日子，却因冠上
了“读书日”而被人们重视。
其实生活中哪天不能读书？
我们不必拘泥于读书日。要
大力推进全民阅读进农村、
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
机关、进企业、进军营，让阅
读活动真正深入基层群众。
要充分利用农家书屋、社区
书屋、职工书屋等阅读设施，
开展多种形式的基层读书活
动，展现基层群众的读书热
情和阅读风采。随着全民阅
读活动的深入推进，给人们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此
时不读，更待何时！阅读很
美，人生漫漫，让书香相伴，
浸润人心。

露营经济

入春以来，亲近自然、小
出行半径、强调美学价值的露
营经济在南通掀起一阵潮
流。小红书上近5000篇的本
地笔记昭示着露营在南通正
从小众走向大众，露营经济像
一块正被做大的蛋糕，由通城
市民共创共享。

（4月24日本报3版）

露营热还需冷思考
□张忠德

露营产业的快速发展，无
疑为旅游业复苏带来了强劲
动力。但随着露营热的兴起，
露营也“露”出一些短板，如

“人从众”、随地野炊、垃圾残
留、同质化无序发展等。如何
让露营产业“长红”，撑起“诗
与远方”的光芒万“帐”？显然
需要一些冷思考和新思路。

笔者以为，首先应在“统
一”上做文章。应统一规划、统
一布点、统一建设，对露营营地
的基本条件、服务设施、安全管
理等方面的标准进行细化，进一
步完善露营地配套设施建设，让
服务消费、安全保障、环境治理、
医疗卫生等成为精致露营的“标
配”。其次。延伸产业链，多些

“露营+”思路。各景区要找准
自身定位，植入有鲜明个性化主
题的文化线索，打造形态不一、
有血有肉的主题化露营产品，形
成独有的露营文化品牌，杜绝

“低层次”“野蛮式”发展。比如，
从“纯露营”到“露营+”篝火、音
乐、电影、运动、亲子、研学、美
食、集市等新业态；从“自然露
营”到“精致露营”和“品质露
营”，为游客提供更专业和更优
质的服务，以服务来提高重游率
和客户黏性。

配套服务应该跟上
□刘予涵

不 断 涌 现 的“ 帐 篷 大
军”，直接带火了露营经济。
然而，露营经济火爆的同时，
也 应 看 到 其“ 根 基 ”并 不 牢
固。如何让热得快的露营经
济热得久，持续“出圈”带来
高频复客率，既是现实问题，
也是当务之急。

笔者以为，推动露营经济
的发展，除了要有相应的政策
支持外，相关配套服务也亟待
跟上。首先，要做好规划。可
以集中规划建设露营场地，结
合当地自然、人文特色，建设
不同主题的露营场地，提供丰
富多彩、参与性和互动性强的
旅游产品。其次，要找好定
位。应探索实施“露营+”发展
模式，推出更多有特色的美
食、文化、旅游和娱乐服务，为
不同露营需求的人群提供更
精细、更高质量的产品。

乡村环境治理
须齐心合力

□周志宏

近年来，秦灶街道秦北村
依托党建引领，通过网格精
治、邻里辅治、党群共治，全力
打造整洁有序的乡村环境。

（4月24日本报4版）

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必须
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
治理。治理乡村环境，打造宜
居乡村，是农民的迫切需要，
是振兴乡村的迫切需要。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物质保障也随之上
升。但在农村一些地方，生活
污染、工业污染严重，有的甚
至成了城市垃圾的回收站。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人们环保
意识淡薄，抵御不了功利的诱
惑；另一方面是环保力量薄
弱，投入不足，缺乏有效的手
段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乡村环境治理的成果来
之不易，维护和巩固环境治
理的成果更加不易。笔者以
为，各地应在以下方面发力：
加强污染防治，开展绿色发
展行动；加强水环境治理和
饮用水水源保护，斩断污染
黑手；推进重金属污染耕地
防控和修复，加大土地保护
力度。同时，要严禁工业和
城镇污染向乡村转移，严防

“垃圾围村”，在解决污染难
题的同时，寻求和捕捉新的
发展机遇。尤其是，要将文
明 城 市 长 效 管 理 和 村 民 自
治、乡村振兴等工作紧密结
合起来，建立完善常态化、长
效化、持久化机制，落实好主
要责任、直接责任和具体责
任 ，通 过 持 之 以 恒 、常 抓 不
懈，达到久久为功目标。

2023 年 4 月 24 日是
第 八 个“ 中 国 航 天
日”。中国航天从零起
步，踏上叩问苍穹的逐
梦之旅，时至今日，中
国印记和满天星辰共
同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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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刚 将 公 厕 更 名 为
“公共服务空间”，政策是善意
的，出发点也是好的，但这种
随意对公厕改名的做法显然
并没有赢得市民的认可。

@大美沈阳 改名之前不
妨多征求一下民意，看看百姓
最支持哪个，然后再作决定。

本期话题下期继续

公厕改名让人看不懂

近来，有细心的市民发
现，浙江省温州市区街头的

“公共厕所”悄悄更名为“公共
服务空间”。有市民对此表示
有点“看不懂”，官方则回应
称，改名主要是厕所的服务功
能发生了变化。你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