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评 10

2023年8月2日 星期三 编辑：孟祥华 组版：白云 校对：姚翊

声音

濠南
夜话

观点
1+1

微
话题

【议论纷纷】

【本期话题】

桂花岛上、地铁站内、东
公园旧址旁……行走在南
通，可以遇见越来越多充满
江风海韵的公共艺术作品。

（8月1日本报3版）

公共艺术具有文化地
标式的力量，在展现城市文
化、弘扬地方精神、树立城
市形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同时，公共艺术也已经
成为凸显城市文化底蕴的
重要标尺，包含了人文力量
以及符合城市内涵的精神，
蕴含在其结构、布局、形象、
风格、神韵等各方面。

在文旅融合发展的趋
势下，南通需要用更多的公
共艺术品去装点布置，不断
提升人们对公共艺术的认
知，感受城市的品质和人文
内涵，营造南通独特的城市

环境和艺术氛围。
城市公共艺术作品惠

及整个社会和城市居民，因
此对它们的建设、利用和保
护自然也应是一项全社会
共 同 参 与 的 公 共 文 化 事
业。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
积极构筑公众参与城市公
共艺术保护的社会网络。
大力加强和推广民间公共
艺术机构、民间公共艺术学
术交流平台、高校创业团队
参与公共艺术项目、公共艺
术保护论坛与展览等，以此
激发社会团体对公共艺术
保护的热情，拓宽公共艺术
保护的渠道。此外，还可搭
建汇聚政府、企业、社会等
多方资源的共享平台，为开
展公共艺术保护活动的社
会团体提供支持，发展相关
社会力量，不断强化社会共

识，使其成为承载市民文化
信仰与集体生活记忆的公
共场所。

前不久召开的市委十
三届六次全会指出，要大力
繁荣江海文化，着力增进社
会文明。对南通而言，进一
步打造对外文化交流窗口，
精心用好每一个公共空间，
办好每一次品牌文化活动，
持续为城市文化增添色彩，
这很关键。立足优势、主打
特色，继续包容创新、聚四
海之气，接下来必然会有更
多文化地标、文化风景，也
会有更精彩的舞台、更动人
的窗口、更忙碌的文化“会
客厅”。

盼更多公共艺术品
装点江海大地

□刘曦

7月31日，记者从市市
政和园林局获悉，第二批“江
苏省公众喜爱的高品质绿色
空间实践项目·乐享园林”名
单出炉，我市开发区星润花园
南侧游园、海门区海兴新村
西侧游园、崇川区濠西园小游
园三处口袋公园榜上有名。

（8月1日本报6版）

在全省园林评选中，我
市有三处口袋公园金榜挂
名，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
息，说明我市口袋公园建设
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口袋公园虽小，但它们

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建在
老百姓的家门口，藏身于高
楼云集的城市一角，这些闹
中取静的口袋公园，集绿化、
美化、休闲、娱乐等功能于
一体，不仅提升了城市“颜
值”，也为居民提供了休闲
健身的好去处，无疑也提高
了广大市民的“幸福指数”。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
市区的土地变得寸土寸金，
难以规划建设大型公园。利
用城市一个个不起眼的边角

“零碎地”，见缝插针地打造
精致而美丽的口袋公园，既
实现了土地资源的精细化利

用，又改善了城市人居环境，
还能弥补老旧街区缺少绿地
公园的不足，为广大群众打
造家门口的“微幸福”。也正
因此，口袋公园越来越成为
城市品质升级的新选择。

让广大市民能“开门见
绿、抬腿入园”，拥有一个近
在家门口的公园，这是提升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惠民
之举。期待各地打造更多更
有影响力的精品口袋公园，
让老百姓身边的绿色多起
来、美起来，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城市发展的红利，乐享
江海城市更多的生态之美。

南通是江苏唯一中华
凤头燕鸥记录地。截至7
月31日，11只中华凤头燕
鸥被监测到现身南通滨海
湿地，“神话之鸟”在江苏的
记录数创新高。

（8月1日本报4版）

极为罕见的中华凤头
燕鸥同期现身南通滨海湿
地，充分印证了近年来我市
生态文明建设和鸟类保护
工作取得的实效。

“人与自然是命运共
同体，要共建万物和谐的
美丽家园”，这在南通已经
形成强烈共识。给珍稀鸟
类一个“安乐窝”，就是要
深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用“天蓝地绿水清”
的优美环境，让这些“贵
客”长久地住下来。因此，
既要对珍稀鸟类的生存空
间进行科学规划、坚守生
态保护红线，也要对山水
林 田 湖 草 沙 实 施 系 统 治
理，更要维护生态系统平
衡，在资源利用过程中减
少对生态环境、生物多样
性的损害，让人与自然共
生、诗意栖居走进现实。

不猎杀、不打扰，是我
们善待鸟类的应有态度。
所谓猛药去疴，从《野生动
物保护法》到《江苏省野生
动物保护条例》，再到《南
通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保护鸟类的法律法规比比
皆是，关键要拿出法治态

度——坚决铲除非法猎捕、
运输、交易、加工、食用的一
条龙“黑色产业链”，给心存
侥幸者、铤而走险者以当头
棒喝。

在南通，保护鸟类、爱护
鸟类的暖心故事不断涌现。
人间有温情，城市才更美好，
这样的好传统与新风尚要延
续下去。从这个角度来讲，
要继续通过声势浩大、形式
多样的宣传教育，进一步增
强全社会对鸟类保护的认知
共识、法治意识和科学素养，
不仅要推动科学、健康、文明
生活方式的养成，而且要推
进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善
待鸟类的实践，用我们每个
人的担当作为，让珍稀鸟类
获得新的持久生命力。

口袋公园里装满了民生幸福
□刘予涵

给在通珍稀鸟类筑好“安乐窝”
□徐剑锋

反诈宣传

为从源头筑起牢固反诈防
线，提高辖区“一老一小”对诈
骗犯罪的识别应对能力，连日
来，崇川区幸福街道积极推动
反诈宣传进社区、进校园、进企
业活动开展，结合网格邻里、普
法宣传将反诈防诈工作做实做
真又做深。

（8月1日本报8版）

用好全民反诈利剑
□宝哲

对于孩子而言，每年暑假
都是电信诈骗案件的高发时
期，游戏中奖、兼职刷单、网购
退款、游戏虚拟装备交易等为
名的网络诈骗，让不少青少年
上当受骗落入陷阱。而对于老
人来说，涉及老年群体的典型
诈骗尽管是老把戏，但仍能让
不少老人“偏向虎山行”。

治理“孩子的钱好骗”“老
人的钱好骗”，需要提升老人和
孩子的警惕性，要引导他们不
贪图小便宜、不透露个人信息、
不轻易转账汇款、拒绝高利诱
惑，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而
更重要的，则在于加大全民反
诈的力度。目前，《江苏省奖励
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明
确规定：防止电信网络诈骗成
功的市民，也需要按照见义勇
为的标准进行奖励。这，就是
全民反诈的利剑。因此说，我
们需要用好“防止电信诈骗属
于见义勇为”的利剑，用全民参
与反诈的行动，将骗子们一网
打尽。

有针对宣传很重要
□邓为民

加大对“一老一小”的防骗
宣传，需要我们相关部门改进
工作方法，利用“一老一小”更
能接受的方式，则效果更好。
对学生来说，可以通过小品、游
戏、漫画、棋牌等一些学生喜闻
乐见的娱乐形式，寓教于乐，这
样形象生动的宣传教育往往可
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对老
年朋友来说，有些已经眼花耳
聋，理解能力也变差，更多面对
面地与其耐心交谈，解答他们的
疑问，才可能让他们真正理解问
题所在，从而提高其防骗意识。

在暑假期间加大“一老一
小”的防骗宣传，还能起到更
好的作用。因为暑假时，学生
大都与家中的爷爷奶奶或外
公外婆一起居住，共同生活期
间，大家可以在防骗方面“互
帮互学”。也就是既可以“大
手牵小手”，也能“小手牵大
手”，从而共同提高“一老一小”
的防骗意识。

只有大家一起来筑牢防骗
围墙，才能让不法分子无缝隙
可钻。

AI 模特“试衣”是 AI 技术
具体应用情景的体现，可以帮
助商家以较低的成本完成较高
品质的产品展示，这本身无可
厚非。不过，商家降低销售成
本的利己行为，不能损害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AI 模特“试
衣”图属于广告的一种，如果不
能完全真实展现商品外观、款
式、颜色、花色等情况，就侵害
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容易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增加
网购踩雷的概率。

——东方网：《别让AI模
特“试衣”误导消费者》

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
一些原先很少有游客前来的县
城、乡镇，现在却迎来了越来越
多的游客，那么旅游接待就成
了一个亟须关注的问题，除了
硬件设施，还包括当地和旅游
业相关的从业者，其服务意识、
服务质量能否令人满意等等。
只有把存在的短板补齐了，当
地才能从游客的“反向旅游”当
中获益。我们也希望地方政府
以及当地相关的行业，能够具
备这样的意识，抓住这样的契
机，做好迎接选择“反向旅游”
游客的准备，从日趋火热的旅
游市场中分得一杯羹。

——燕赵晚报：《“反向旅
游”目的地须尽快补齐短板》

@漯河老城 鲜肉摊常见
的红色灯光、蔬菜水果摊常见
的白色、绿色灯光，会影响消费
者的判断，为购买货真价实的
东西增加了难度。

@张玉胜 国家市场监督
部门明令叫停“生鲜灯”使用，
就是要确保商家经营去伪存
真，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郑桂灵 禁用“生鲜灯”，
既是重要的法治纠偏，也是必
要的制度堵漏。无论对于为商
者还是消费者，都不失为一堂
以案释法的法治教育课。

本期话题下期继续

禁用“生鲜灯”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食
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
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要求销售生鲜食用农产品
时，不得使用对食用农产品的真
实色泽等感官性状造成明显改
变的照明等设施误导消费者对
商品的感官认知。《办法》自12
月1日起施行。你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