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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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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纷纷】

“以前每天下班回家找
车位都很头疼，现在有了

‘潮汐车位’方便多了，社区
门口这些画了蓝线的车位
都可以使用。”家住南通市
崇川区天勤家园的曹先生
介绍。钟秀街道中心村社
区在党群服务站门前设置

“潮汐车位”后，夜间免费开
放，方便了居民错峰停车。
（1月2日《南通日报》5版）

停车难，是城市的老大
难。尤其是一到元旦、春节
这样的节日就随之加剧。
停车难是小事，也是大事。
如何破解停车难？崇川区
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
他们推出的共享停车位做
到了“化痛点为亮点”。

什么是共享停车位？

顾名思义，共享停车位体现
在了“共享”二字上，通过共
享最大程度实现停车位的

“共同使用”。具体而言，共
享停车位有两种方式：其
一，鼓励市民将自己家的
停车位拿出来与邻居等共
同使用，可以收取低廉的
费用。其二，在小区周边
建设潮汐车位，允许车主
夜间停车，既不影响城市
的管理，还能合理利用有
限的资源。

管理城市，治理乱停乱
放，重要的是治理，但是很
显然光是治理并不是最好
的办法。除了治理之外，还
有就是梳理。而最好的梳
理，就是变“停车难”为“停
车易”，即如何合理利用城
市空间和小区车位的问题。

俗话说得好，办法总比
困难多。在解决停车难的
过程中，需要我们的城市管
理者、需要我们的基层干部
通过以民为本的“多作为”换
取百姓的“有车位”。一边需
要合理利用城市空间增加潮
汐车位，一边需要鼓励市民
与他人共享车位，让车位发
挥出最大的社会效益。春节
在下个月就要到了，回家团
圆、回家过节的人又会遭遇
停车难的“更难的时期”。希
望有关部门提前谋划，采取
措施破解“节日停车难”。毕
竟，破解停车难，多些“有
为”就能“有位”。

面对停车难
用“有为”换“有位”

□宝哲

新年第一天，启东近百
名自行车运动爱好者一大早
顶着寒风，以绿色低碳的骑
行方式迎接2024年的到来。

（1月2日本报2版）

公益骑行就像一面镜
子，映照着经济发展与社会
进步的影像。人们一边骑
行，一边谈笑，一边观光，尽
情感受一个绿意盎然、现代
大气的新南通，体味一个激
情澎湃、魅力无限的新南
通。所见所闻所感，公益骑
行展示了城乡风貌，看到了
别样的精彩，也激发了人们
热爱家乡、建设南通的朴实

情怀。
公益骑行，既收获了健

身和快乐，也收获了友谊。
这几年，全民健身运动在南
通蓬勃开展，尤其是随着

“15 分钟体育健身圈”的加
快建设，健步走、跳广场舞、
打 球 等 运 动 日 渐 流 行 开
来。在爱上运动的南通人
眼里，“请人出身汗”远远要
比“请人吃顿饭”来得时
尚。公益骑行活动绽放的
是南通人健康向上、充满活
力的一面，也是对全民健身
运动成果的检验。

公益骑行，让更多的人
感受到骑行运动的魅力，也

让低碳绿色生活的理念深
入人心。一路骑行而过，浩
浩荡荡的队伍本身就是一
种潜移默化的宣传，是在积
极倡导和带动更多的市民
关注和选择低能耗、低污染
和 低 排 放 的 绿 色 出 行 方
式。“践行绿色生活”，我们
每个人都是主人和主角，不
应置身事外，不该袖手旁
观，关键在于知行合一。从
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不仅不
能满足于骑行的一次体验
和凑热闹，更要对绿色出行
有更深的理解，并把这种理
解变成自觉的行动和生活
的习惯。

公益骑行传递低碳环保正能量
□徐剑锋

“外婆，明天我们还去
书吧看书好不好？”家住东
大城市花园的俞宛孜小朋
友和她的外婆是板桥社区
韬奋书吧的常客，只要有
空，她们就会来挑上几本
书，坐上一整天……

（1月1日本报6版）

文化是滋养灵魂的土
壤，阅读是产生思想的源
泉。近年来，包括城东街
道，南通各地积极推动倡导
全民阅读，让阅读如同一股
清流，慰藉无数市民的心
灵，为他们带来温暖、振奋
和感动。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
学以读书为本。”阅读书籍
是一种对待生活的理念，也
是 一 种 精 神 幸 福 感 的 追

求。从个人来讲，阅读未必
能让每个人都变成鸿儒，但
读 书 使 人 进 步 却 是 必 然
的。具体到一座城市，从外
向内看，阅读折射着一座城
市的品格和气质；从内往外
看，阅读又塑造着一座城市
的品格和气质。

因此，推进全民阅读，
需要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
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
善读书的浓厚氛围。进一
步看，提倡全民阅读，建设
书香社会，要着力打造人民
群众喜闻乐见的平台和载
体。各级各部门要加强引
导和统筹，为建设书香社会
提供政策、人力和物力支
持，大力营造全民阅读的良
好氛围。应以积极推进全
民阅读活动进校园、进机

关、进社区、进企业、进乡村
等为抓手，进行阅读宣传和
推广，大力倡导多读书、读
好书，爱读书、善读书，借助
经典著作的阅读引导人们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

最是书香能致远，全民
阅读正当时。一个人读书，
能让心灵丰富；一群人读
书，能激荡出思想火花；一
个民族读书，必将使这个民
族的文化焕发出更深沉、更
持久的风采。读书活动更
是实现公民文化权利，提升
市民综合素质和城市综合
竞争力，建设自主创新型城
市的最好载体。总之，阅读
是一个城市人文精神的有
力支撑，一个热爱读书的城
市一定会有灿烂的前程。

把缕缕书香吹进千家万户
□鹰远

老厂房改造

在通城，老厂房改造而成
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和创业园，
不仅打造出形式多样的消费新
场景，吸引了越来越多游客前
往体验打卡，还形成了集办公、
运动、美食、娱乐于一体的产业
集群。

（1月2日本报5版）

华丽转身成新地标
□刘予涵

老旧厂房作为工业发展的
遗存，如果任其闲置，既占用城
市空间，又影响城市颜值。但
换个思路看，老厂房承载着人
们对过往年代的情感记忆，有
着独特价值的宝贵资源，如果
改造得当，遗存不仅可以变为
遗产，带来一定的商业和文旅
效益，还能延续城市的文脉，为
城市留一抹“工业乡愁”。

赋予老厂房新的功能和价
值，与吃住行游娱购等业态有
机融合，让工业遗迹在蝶变中
浴火重生，成为生机盎然的文
创产业聚集地和城市生活聚
场，让居民切实感受到城市的
变化和生活的美好，是城市更
新需要探索研究的一项课题。
期待各地从老厂房嬗变中获得
启示，推进工业遗存资源升级
改造，让越来越多的老厂房实
现华丽转身，变身为富有生机、
商机、活力的新地标，成为城市
的闪亮一隅，以及市民吃喝玩
乐的好去处。

值得其他地方借鉴
□琮琤

通城老厂房改造的项目，
既保留了历史遗址的独特韵
味，又注入了新型业态的创新
思维。这种“跨界”融合，不仅
赋予了老厂房新的生命力和活
力，也催生了消费新动力。通
城的实践证明，老厂房改造是
一种有效的城市更新策略，它
能让历史与现代和谐共存，实
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
提升。

然而，老厂房改造的过程
中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保护
与开发的平衡、产业链的完善、
服务质量的提升、高端创意人
才的引进等。这就需要我们在
推动创新的同时，也要注重保
护和传承历史文化，不断提升
园区的运营水平和质量，使之
成为真正具有吸引力和竞争力
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总而言之，通城老厂房改
造项目的成功，是工业历史城
市更新和发展的一大亮点，其
模式值得其他地方借鉴。我
们期待看到更多这样的创新
实践，让老厂房焕发新活力，
为工业遗址城市注入新的生
命力。

建立以新药为主体的医保
准入和谈判续约机制，是做好
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的
题中应有之义。创新药研发成
本高，争取降价很难，但也有不
少企业主动作为。据悉，上市
新药纳入医保目录的等待时间
从过去的平均近5年缩短至不
到 2 年，有的新药上市仅半年
就被纳入医保目录。事实证
明，努力寻求价格与创新之间
的“最大公约数”，才能实现互
利共赢的“双向奔赴”。

——人民日报：《努力让每
一分钱都花得更值》

不可否认，“仅退款”服务
模式仍需在实践中不断优化
和完善。电商平台需要不断
投入研发力量，完善诚信模型
和大数据算法，确保每笔退款
的合理性和准确性；同时，还
需加强对商家的监管和培训，
提升整个电商行业的诚信水
平和质量意识。此外，对于一
些恶意利用退款规则的消费
者和商家，平台也应采取相应
的惩戒措施，维护公平公正的
市场秩序。

——红网：《“仅退款”，电
商行业发展的必选题》

@唐山客 监管治理有漏
洞，才导致“大胃王”吃播等乱
象卷土重来。

@李英锋 网 络 监 管 部
门、网络平台等主体应该全面
深入反思，查找原因，看看到底
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在深
夜，难道监管治理机制也“休
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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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话题】

低温津贴“遇冷”

近期，冷空气来袭，多地开
启“速冻”模式。将发放低温津
贴等低温劳动保护做得更好，是
对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
等户外劳动者应有的关怀。然
而，记者采访发现，低温津贴仍
存在落实难的情况。你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