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今年4月以来，南通
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兴街道
富民社区共开展8期文明
楼道评选，89个楼道964
户家庭评选上文明楼道。
文明楼道评选以来，小区环
境好了很多，邻里纠纷也少
了很多，大家都客客气气
的，日子越过越欢喜。

（12月26日本报7版）

一个干净舒适的居住
环 境 对 安 居 乐 业 至 关 重
要，它也成为城市的微观
世界。而公共楼道就是内
接各家各户、外延社区和
城市的“通道”，是住户迈
出家门后的首个社会公共
区域。可见，抓好公共楼
道的工作，事情虽小但意
义重大。

当下，我市有不少居民

小区的楼道还存在管护盲
区，特别是一些老楼。正是
由于无人管护，使楼道的不
文明现象俯拾皆是。造成
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
责任不清和无人管护。应
该由谁给楼道减负？如何
让楼道清爽起来？是开发
商的事前干预问题，是管理
方的监管问题，是居民的自
觉问题，还是应该设个专门
部门呢？问题的答案，考验
的是一种城市文明。

开展文明楼道评选，调
动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
积极性，激发了居民自治
热情，真正做到了文明城
市大家创、整治成果人人
享。愿我市各街道社区主
动揽责，发动群众开展楼
道文化活动，以楼道美颜
为切入点，引入微设计、微

改造 、微治理，把家风家
训、孝道美德、党建等主题
包含在内，配以文明贴吧、
公告栏等板块，使楼道成
为文化阵地，宣传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提倡文明
风尚。楼道作为社会基层
治理的“最后一米”，在对
社区净化、亮化、美化的基
础上，还可以通过网格化
精细管理，组建网格长、宣
传引导员、卫生督导员等，
将文明楼道建设落实到细
枝末节。如此，谁还好意
思 破 坏 这 种 赏 心 悦 目 的
美景？相信届时居民小区
楼道管理也定会上一个新
台阶。

濠南
夜话

小楼道也能带动大文明
□梁诗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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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

微
话题

见贤思齐推动社会越来越美好
□王锦南

引导更多青少年去参与劳动实践
□鹰远

【议论纷纷】

近年来，不少泡面商家四
处突围——有品牌在包装上搞

“套娃”，以此提高定价；也有品
牌与动漫IP跨界联名，寻求粉
丝效益。不过，无论是包装出
新花样，还是配料上再加码，面
饼仍是泡面的“主菜”，很难让
消费者视其为日常餐品。面向
更加多元化的消费群体结构，
泡面商家不妨把突围脑洞再扩
大一些。

——广州日报：《泡面高端
化当向何处突围》

特价车服务困境当如何
解？恐怕需要消费者、司机与
平台三方合力，真诚协商、互相
体谅，共同寻找和平相处之
法。消费者可以适当让渡自己
的利益，保证司机开特价车起
码有的挣；司机提高服务水平，
端正服务态度，不能因为自己

“挣得少”就迁怒于乘客；平台
作为消费者与司机之间的“搭
木桥”，更应把握好消费者与司
机之间的平衡尺度，坚持做到
保证平台盈利的同时兼顾社会
责任。除此之外，有关部门也
可以发挥第三方监管作用，关
注网约车司机盈利现状，督促
平台尽快做出整改。

——红网：《花7元打车被
司机嘲讽，特价车服务困境如
何解？》

“大胃王”吃播又回来了

将整个蒸西葫芦一口吞
下，连吞3个；先一口吞下一块
肥腻的蒸肉，后两口吞下整根
大血肠……记者近日了解到，
深夜时段，被明令禁止的“大胃
王”吃播伴随着广告又回来
了。你怎么看？

@琮琤“大胃王”吃播现
象容易误导消费者，尤其是对
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另外，
过度追求食物的摄入量，而非
品质和营养，可能导致不良的
饮食习惯和浪费现象。

@钟笛 从法律角度来看，
部分“大胃王”吃播行为可能涉
嫌违法。

@张忠德 对于“大胃王”
吃播现象，我们应该理性看待，
遵循法律法规，倡导健康、文明
的饮食文化。有关部门应加强
对网络直播行业的监管，净化
网络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

本期话题下期继续

冬日慰问活动

近日，通州“温暖秋冬，文
明同行”冬日慰问活动在金新
街道开展，为辖区广大户外劳
动者送去温暖，提升他们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12月26日本报6版）

彰显了城市温度
□叶金福

众所周知，一座城市的建
设和发展离不开每一名户外
劳动者的艰辛和付出。而给
予他们更多的“寒冬关怀”，是
我们每一座城市应有的职责
和义务。

此次，通州发起“送温暖”行
动，不仅让户外劳动者感受到了
城市温度，更让户外劳动者拥有
了一定的归属感、获得感和幸福
感。此举既“关爱”一群人，更

“温暖”一座城。可以说，为户外
劳动者“送清凉”也好，“送温暖”
也罢，这都既体现了城市有爱，
又彰显了城市温度。

希望有更多的地方积极参
与到为户外劳动者“送温暖”的
队伍当中来，从而让更多的户
外劳动者切身感受到社会各界
给予的“寒冬关怀”。

他们值得社会尊重
□余清明

正值严寒的冬季，人们都
在本能地利用各种措施御寒取
暖，以免冻坏身体影响到工作
和生活。这个时候，在户外劳
动的环卫工人、外卖小哥等劳
动群体尤其需要做好防寒保暖
工作。通州区开展“温暖秋冬，
文明同行”活动，为户外劳动者
送上冬季保暖用品，充满了浓
浓的关爱。

保暖用品让户外劳动者不
仅暖在身上，而且暖在心间。
这份温暖可以转化为一股强
大的力量，激励他们更好地坚
守好岗位。笔者希望，管理部
门要保证劳动驿站正常运行，
提供全天候周到服务，让其真
正成为户外劳动者御寒取暖、
休息放松的“家”。企业和工
会要为户外劳动者配备更多
的御寒保暖装备，同时保障他
们的合法劳动权益。沿街商
户可以开设“爱心茶摊”，免费
提供热茶、续水。广大市民也
可以加入关爱户外劳动者行
列，比如给残障洗车员送一张
笑 脸 ，给 快 递 员 道 一 声“ 感
谢”，为减轻环卫工人的工作
量杜绝乱丢乱扔等。

总之，为了居民生活更便
捷，为了城市更美丽，户外劳动
者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他们值
得受到尊重，也理应得到关
爱。笔者呼吁城市各界和市民
都行动起来，让户外劳动者感
受到更多的温暖！

“师傅，你这么好，我都
不好意思了！”“谁都会有难
处的时候，我们每个公交驾
驶员都会这样做的。”23日
上午，一段对话揭开了零下
7℃冬日里的温暖故事。

（12月26日本报6版）

面对乘坐公交车的老
人，91路公交车驾驶员沈国
磊如果不“多问一句”、不“
多 扶 一 把 ”、不“ 多 等 一
会”，也没有人会去指责
他。毕竟，在沈师傅打开
前门后，“老人迟迟未动”，
沈师傅也可以认为这名老

人不是要乘 91 路公交车。
但沈师傅的“多问一句、多
扶一把、多等一会”，就帮
助了老人，不但让老人感
受到了温暖，也让南通有
了一段“零下 7℃冬日里的
温暖故事”，更让我们有了
一个好的学习榜样。

可以肯定的是，南通
公交车已经是流动的文明
风 景 线 。 在 南 通 公 交 车
上，拾金不昧、助人为乐、
见义勇为等好人好事如雨
后春笋般不断发生。相关
报道经常出现在《南通日
报》《江海晚报》等本地媒

体上。这些充满正能量的
新闻故事，正温暖着我们
每一个江海人。

每天在公交车——这一
城市流动的文明风景线上所
出现的好人好事，其实就是
更多人传承美德的鲜活教
材。市民除了感动或感谢之
外，更应该见贤思齐。有时
候，就算只有一人见贤思齐，
也可引来百人、千人、万人跟
从，从而更好地推动和谐社
会的建设进程。如此，我们
的社会才会越来越美好、越
来越和谐，越来越让我们有
信心。

近日，在崇川区唐闸镇
街道高店社区新时代实践
站屋顶农场，市张謇第一小
学的学生们跟着党员志愿
者参观屋顶农场，并通过除
草、翻土、掘坑、浇水、放苗、
施肥等劳动环节，感受劳动
实践带来的快乐。

（12月26日本报7版）

识五谷、知节气、勤四
肢、惜成果……劳动中蕴含
的很多学问是课本中没有
的，劳动既有益于提升学习
能力，也有益于促进孩子全
面发展。因此，市张謇第一
小学让学生在高店社区新时
代实践站屋顶农场动手实
践，体验生产劳动，利于培养
学生良好的劳动品质，值得
肯定。

不可否认，过去一个时
期，劳动教育并没有受到应

有重视，在学校被弱化、在
家庭被软化、在社会被淡化
的问题较为普遍，一些青少
年中存在不爱惜劳动成果、
不想劳动、不会劳动的现
象，甚至有的羡慕“不劳而
获”的生活。然而，青少年
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
引导他们努力学习科学文
化知识、练就过硬本领，同
时坚定理想信念、锤炼高尚
品格、培育劳动情怀，是对
这个群体进行劳动教育的题
中应有之义。

因此，让学生适当地参
加劳动是教育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学生通过劳动实践，
可以学到生活基本技能，体
会分工协作，培养团队意
识，还可以增强对劳动和普
通工农的正确认识，有助于
营造“劳动光荣，劳动伟大”
的社会风气。过去有些学

校采取以课代劳、以教代劳
等方式，缺乏让学生亲历情
境、亲手操作、亲身体验的
过程，这只是表面上重视劳
动教育。事实上，只有真正
挥洒劳动的汗水，才能体味
劳动的艰辛、收获劳动的快
乐，也才能真正理解劳动的
内涵。而广大青少年正处
在成长的黄金期，上好劳动
教育这门课，也是为他们扣
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劳
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
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价值
观念浸润人心。

毋庸置疑，劳动教育是
立德树人的重要阵地，从学
生成长成才角度看，劳动教
育具有独特的育人价值。总
之，加强劳动教育，让更多青
少年深入参与到劳动实践
中，劳动必会赋予他们更多
的成长空间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