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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河道管护的末梢神经
□政青

日前，学田街道学田北
苑社区在通甲河畔成立了
街道“护甲卫士”巡河公益
联盟，百余人被纳入巡河护
河志愿服务队伍。

（11月6日本报4版）

巡河护河志愿者，是我
们身边的“民间河长”。他
们是对“河长制”工作的有
益补充，在水环境保护中起
着非常积极的辅助作用，不
仅加强了政府与民间护河
治水的交流互动，还营造了
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共同
关心、支持和监督河湖管理
保护的良好氛围。

充分发挥好这些“民间
河长”的作用，需要进一步
规范职责范围，加强业务能
力培养，如定期举行培训

班，增加他们的专业知识和
技能，推动“民间河长”除了
日常“巡河”外，对所辖流域
内河段的管护和治理能够
起到更大的监督作用。同
时，政府机关要鼓励更多人
主动自愿参与河道管护，实
现“官”“民”河域共治。大
力招聘志愿者，支持培育

“民间河长”公益队伍，面向
社会举办公益事业组织，积
极吸纳在校大学生成立河
长制志愿团，助力推进地方
政府河长制治理工作，不定
期举办组织“保护母亲河”

“守护河道一公里”等各种
环保公益活动，增强公众环
境保护意识，综合运用各类
传播平台，加大对“民间河
长”的宣传力度，调动社会
公众和社会组织、企事业单

位的积极性，形成全社会保
护河湖的强大合力，让各级
行政机关的“官治”和公众
参与的“自治”相互赋能，打
造共同治水新格局，构建地
方“河长制”新格局新机制。

当前，智慧水利建设
正不断推进，我们也应与
时俱进，加强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与河
湖长制的深度融合，利用
视频监控、无人机巡查等
智慧科技手段，实现从人
海战术到数据跑路、从拼
体力到拼算力的转变，不
断提升河湖治理保护的数
字化和智能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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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学生厨艺比赛事小意义大
□井夫

昨天，小学生现场展示
烹饪技能。由市教育局主
办，市少年宫、市旅游中
专承办的南通市中小学
生厨艺比赛在南通星湖
101 广场举行，来自我市
21 支代表队的 63 名选手
参与角逐。

（11月6日本报3版）

近年来，各地教育行政
部门，包括学校，都十分重
视学生的劳动教育，有的安
排学生参加“干农活”体
验，有的给学生布置“劳动
作业”，有的组织学生到农

田里认识稻谷、小麦等农
作物……可以说，对于广大
学生而言，通过亲身的劳动
体验，直接参与这些与“农”
沾边的劳动教育，必将获益
匪浅、受益终身。

但在我们的实际生活
中，一些学校仅仅把劳动教
育停留于“体验”中，学生根
本就没有真正通过劳动教
育掌握一些简单的生活技
能。可见，这样的劳动教育
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劳动
教育。

而此次，我市多部门以
举办中小学生烹饪技能大

赛为契机，让学生不仅学会
了烹饪这一最实用的生活
技能和本领，而且也提高了
动手能力。同时，还能提升
学生对劳动的认识，增强学
生对劳动者的尊重。可以
说，举办烹饪技能大赛事小
意义大。

期待各地不妨多多学
习和借鉴此次举办烹饪技
能大赛的好做法，多让学生
学习并掌握一些做饭、烧菜
等等之类的生活小技能，让
学生们学到一些受益终身
的技能和本领，这对孩子的
成长无疑大有裨益。

“半马”增强城市发展新动力
□知新

5日早上8点，2023启
东半程马拉松鸣枪开跑，来
自全国各地的4500名跑友
在长江与大海的拥抱中尽
情享受奔跑带来的快乐。

（11月6日本报3版）

人们常说，认识一座城
市最好的方式就是跑步。
围绕“双色海”打造的启东

“半马”，注入了丰富的城市
元素和文化内涵，跑友在比
赛中零距离感受美景和深
厚文化，看到别样的精彩。
显然，一场马拉松对城市发
展的影响力无可限量，借力
这场赛事，日益精进的城市
名片一定会愈发闪亮，更有
魅力和光彩。

“半马”既是展示城市
形象的一个舞台，更是推动
全民健身的一次契机。在
爱上运动的人眼里，“请人
出身汗”远远要比“请人吃
顿饭”来得时尚，跑步锻炼
已经成为许多人的生活标
配。马拉松的根本目的，就
在于强身健体。一双鞋、一
条短裤、一件背心，赛事虽
然“高大上”，但参与却是平
民化。在经历一场赛跑后，
可以让紧张的职场生活得
到舒缓，使身体素质和意志
力得到提高，更重要的是推
动“动起来”成为南通的社
会新风尚。相信，人人“动
起来”，树立绿色健康的生
活理念，传播积极向上的人

生态度，南通定当更精彩。
弥足珍贵的是，“半马”

不仅可以带来不同寻常的
精彩体验，更将传承和发扬

“永不止步”的马拉松精
神。新时代新征程上，尽管
还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可
以预见和不可预见的困难
与挑战，但坚持就是胜利，
只要我们坚决摒弃惰性思
维，善于破旧立新，敢向高
处攀，敢与强者比，敢跟快
的赛，以“明知山有虎，偏向
虎山行”的勇气大刀阔斧、
创新突破，以“图难于其易，
为大于其细”的智慧运筹帷
幄、总揽全局，打一仗进一
步、干一件成一件，就一定
能增强城市发展新动力。

技术本没有对错，AI技术
用之为善可以造福社会，不当
滥用则会造成社会风险和损
害。就社会群体层面而言，我
们应当采取包容审慎的态度，
理性看待、正确对待，在保护
好自身安全的同时，积极拥抱
技术变革带来的新未来。

——南方网：《守好“AI应
用”底线，让科技向善而行》

面对年轻人逛商场大多停
留在B1、B2层和“只逛不买”的
现象，品牌方不应束手无策或
者一味争抢地盘，而是需要积
极探索，转变与年轻群体的互
动方式。只有真正了解年轻人
的需求，打造独特的品牌体验，
并为年轻人提供更加多样化的
选择，品牌才能与年轻消费群
体产生良性的互动，从而在竞
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红网：《当年轻人消费
开始下沉，品牌与之互动方式
需要重塑》

对求职者背景调查

“还没发放录用通知书，公
司就说要对我进行背景调查，
收集的信息内容包括家庭情
况、父母工作、有无男女朋友
等。”正值秋季校园招聘，北京
师范大学应届毕业生廉童及其
同学多次遇到用人单位要进行
背景调查。你怎么看？

【下期话题】

@余清明 面对如此过度
的背景调查，求职者有权拒绝
和质疑。

@明天的我 如果说调查求
职者父母的职业相对容易，确定
求职者是否有男女朋友则非常困
难。比如旁人说“好像有”，但当
事人否认或坚称“刚刚分手”，用
人单位又该如何认定？如此，背
景调查的作用和意义令人生疑。

年轻人抢着上夜校

近段时间，上海年轻人“下
完班、上夜校”的夜生活方式在
社交媒体中“出圈”。区别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那波夜校
潮，这届年轻人热衷的夜校课
程更丰富多元，从非遗技艺到
传统手艺，从运动健康到生活
美学，有的课程甚至“60秒内
全部抢光”。你怎么看？

打击“鬼秤”

记者3日从启东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获悉，为切实维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严厉打击计量
作弊违法行为，启东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重拳出击，对吕四港
镇水产路海鲜经营集中区域等
场所，开展计量专项执法整治
行动。

（11月6日本报5版）

提高宰客违法成本
□黄海

近年来，启东正在打造全域
旅游城市，吕四海鲜作为启东的
城市名片，吸引了一大批外来游
客，来吕四走走看看，临走带点海
鲜走很正常。谁知到水产市场一
逛，对吕四海鲜、对启东的好感荡
然无存，更多的是被宰后的无奈
和愤怒。

此类宰客新闻给启东这个旅
游城市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不
由得让人思考。年年查处年年不
改，笔者认为，谁在砸吕四海鲜的
牌子，就砸了谁的饭碗。必须提
高宰客业主的违法成本，“让他觉
得宰客不划算”。提高处罚金额，
延长停业整顿期，情节严重者则
终身禁止从事相关行业。同时，
完善黑名单机制，对列入黑名单
者，提醒有关部门加强监管，累犯
达到规定次数，永久禁止从事相
关行业。此外，还要及时向社会
公布店主诚信记录，提醒消费者
注意分辨、预防。

严惩缺斤少两顽疾
□孙维国

计量作弊是一种常见的违法
行为，尤其在食品行业影响可能
更为严重。它不仅会导致消费者
经济损失，还会引发信任问题。
打击此类行为是保护消费者的重
要举措，也有助于建立公平竞争
的市场环境。

在电子秤上做手脚，玩缺斤
少两的把戏，可以说是一个失信
顽疾。遏制这一失信顽疾，需要
落实好电子秤“一年一检”，也要
求执法部门强化日常监管，增强
执法力度。同时，要建立完善相
应的配套机制，确保法律法规有
效落实和执行。由此，笔者建议，
建立商家信用档案，将商家都纳
入信用档案进行统一管理，将缺
斤少两等失信行为列入“黑名
单”，并根据情节严重程度给予信
用惩戒、经济重罚等惩处。

总之，严厉打击计量作弊违
法行为，严惩缺斤少两的失信商
家，才能彻底遏制这一失信顽
疾，构建一个诚信公正的市场环
境，为市民提供安全放心的购物
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