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录取通知书
美在新意更在心意

□政青

濠南
夜话

升学季，佳音随着一封
封邮件从全国各地频频传
来。12日上午，南通市区
今年投递的首封高校录取
通知书顺利送达；15日下
午，我市投递的首封北大录
取通知书也签收完毕。

（7月16日本报4版）

这个夏天，各大高校在
录取通知书上纷纷“卷”了
起来——不仅制作精美、各
放光彩，还配套了各种颇具
新意的“私校定制”。高校
以录取通知书的形式展现
着匠心与诚意，既是一种学
术底蕴的彰显，也是一种人
文关怀的传达。

录取通知书是新生与
大学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也 是 无 声 的“ 学 前 第 一
课”。这堂课除了展示大学
的历史文化、办学成就之

外，也向新生传递着大学的
价值观。录取通知书正日
益成为最直接展示大学风
貌的前线阵地，体现的是一
所高校最想要传递的大学
精神之所在，也越来越能折
射出一所大学的历史、文化
和情怀、期许。透过高校对
录取通知书的讲究，我们清
楚地看到其对大学精神价
值传递的讲究。

高校如此重视这种价
值传递，自然希望这种“讲
究”能够贯穿于大学日常管
理的全过程。而这，需要高
校教育水平、校园生活细节
都 达 到 与 之 相 匹 配 的 程
度。录取通知书传递出的
或沉稳或开放或灵动或严
谨的大学精神，在实际大学
教育中更需一以贯之。回
归教育本位与学术本位，录
取通知书中的大学精神才

能落地到现实中来。在一
个个校园生活的细节中，学
生由录取通知书产生的高
期待值才能得以满足。这
需要秉持探索创新、追求真
知的大学本质属性，不仅要
呈现在录取通知书上，还应
呈现于校园风气、校园文化
的方方面面，让学生从大学
课堂、校园建设、办学理念
中都能感受到。

与君未谋面，鸿雁传书
来。大学生活之精彩、大学
精神之丰厚，精美的录取通
知书只是一个缩影，更待大
学在日常教育管理中呈现，
也更需要学子们进入校园
后持续探索和感悟，去真正
触摸到一所大学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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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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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纷纷】

被热议的升学宴

正值毕业、升学季，升学
宴、谢师宴等宴会正在举办
中。在一些地方，“不管考啥
样，都得办升学宴”成为约定
俗成的规矩。记者采访了解
到，有的升学宴是为庆祝考生
结束十多年的寒窗苦读，站上
了新的起点；有的升学宴则是
为父母亲戚的人情往来而举
办。你怎么看？

@黄岩 庆祝升学、致谢恩
师，操办喜宴从来都不是分享
喜悦的唯一表达方式，与宴会
相比，一束鲜花、一个鞠躬，无
疑更加纯粹。

@台州人 违规操办或参
加升学宴是一股歪风，更是一
种“顽疾”。

@王红峰 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要抓严抓实日常监督和
专项监督，加大对党员干部
和公职人员违规操办、参加
升学宴、谢师宴问题的监督
检查力度。

本期话题下期继续

观点
1+1

民生小事承载着幸福的期待
□刘根生

15 日，崇川区永兴街
道越江社区居民周汉良对
家门口的积水改造工程现场
连连点赞。据悉，永兴街道
开展越江社区积水点专项
整治行动，改造老旧小区积
水点，保障群众通行安全。

（7月16日本报3版）

居民周汉良之所以要
对 家 门 口 的 积 水 改 造 工
程连连点赞，并不是逢场
作戏，而是发自内心的感
慨——因为在相关部门的
共同努力下，曾经困扰他
以及其他越江新村居民的
雨天“出行难”问题得到了
圆满解决，雨天出门变得更
加方便。

实际上，越江社区积水
点改造工程只是我市聚焦
城市“里子”，进一步完善城
市服务功能所取得成绩的
一个缩影。今年，随着我市
市政部门对去年发现的 23
处易涝点制定“一点一策”
整改方案出炉并陆续实施，
将会有更多的居民像周汉
良一样，在一件又一件很不
起眼的民生小事中获得实
实在在的幸福感。

因地势低洼而导致雨
天积水、路难行，这种情况
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并不少
见。不过，这样的事情因为
不具有普遍性、代表性和典
型性，往往不被重视。而
且，相对于城市发展的许许

多多大事而言，这样的事确
实只是小事。但是，对居民
个体来说，这样的小事并不
小。而解决好这样的烦心
事，既是群众的愿望，也是
政府的职责。

小事情也是大民生。
街灯不亮、道路坑洼、环境
杂乱，这些事关群众利益的
小事如果不解决，不仅影响
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关乎党
和政府形象。所以对基层
政府来讲，只有把一件件群
众关心的小事办好，才能将
为人民谋幸福的誓言落到
实处。鸡毛蒜皮的小事不
是小事，它联系着党心和民
心，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
幸福生活的期待。

做好生活垃圾分类还需再努力
□梁诗韵

11日，由市城管局、市
文明办、市生态环境局、市
文联主办的南通市生活垃
圾分类“达人说”演讲比赛
在崇川区新胜社区拉开帷
幕。比赛现场，来自全市各
地的17名选手以“分类达
人”第一视角，讲述在垃圾
分类实践中的亲身经历和
深刻感悟。

（7月13日本报4版）

推行垃圾分类制度，有
利于垃圾减量化、资源化、
无害化处理，是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推动绿色发展
的必由之路，更是创新社会
基层治理、提升社会文明水
平的重要体现。

垃圾分类包括前端分
类、中端运输、末端处理，任
何环节出问题，都会影响实
际效果。之前，我们有些地
方在推广垃圾分类时效果
并不理想，归根结底就是因
为配套跟不上，未能形成全
链条工作闭环，不仅影响了
居民坚持垃圾分类的积极
性，而且增加了末端处理的
成本。只有实现垃圾处理

全链条有机衔接，才能把每
一个环节、每一个人的努力
凝聚成合力，推动垃圾分类
的良好习惯早日养成。

做好垃圾分类，关键还
得靠人。要真正树立绿色
理念，改变陈规陋习，形成
良好行为规范。一方面，通
过宣传教育、制度要求，引
导和约束人们提高认识、积
极响应，养成好习惯；另一
方面，采取动员、激励的方
式，鼓励人人参与、自觉践
行，日积月累、坚持不懈，形
成新时尚、好风气。

有奖举报
市生态环境局、市财政局

3年前联合发布《南通市生态
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
（试行）》通知。3年来，这项工
作成效如何？15日，本报记者
展开专访。

（7月16日本报6版）

发动群众参与监督
□知新

3 年兑现市民有奖举报
324件，这是南通保护环境“走
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对于
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环境监督，
起着积极有效的推动作用。

在治理环境问题上，环保
等职能部门是责无旁贷的。
但这些部门既长不出千里眼、
顺风耳，也没有三头六臂、七
十二般变化的能耐，靠他们

“单打”成不了气候，更需要每
个群众联合起来“群打”。从
这个意义上讲，治理环境问题
是一个政府行动，还应该是一
个公民行动。

我市健全“举报有奖”“违
法有罚”的正向反馈机制，就
是一个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治
理环境问题的好举措。另外，
发挥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的
作用，必须“事事有着落，件件
有回音”。只有每一起违法行
为都得到惩处，才能让举报者
得到最有效的保护，并激发起
群众义无反顾的参与热情。而
在兑现举报奖励的同时，有关
部门也要加强对举报者的保
护，尤其隐私保护是第一位的。

继续完善举报机制
□张裕新

《南通市生态环境违法行
为举报奖励办法（试行）》的
实施，表达了对环境违法行为

“零容忍”以及严厉惩治的坚
定决心，也体现了欢迎群众参
与监督的诚意。我们要强化
宣传引导，坚持正面积极宣
传，挖掘出广大群众在环境保
护中的潜力，鼓励群众通过电
话、来访、互联网平台等多种
途径，举报环境违法行为，推
动形成全民环保意识，筑牢生
态文明根基。

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改
善，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质量
的期望值更高，对生态环境问
题的容忍度更低。因此，有关
职能部门在履职尽责的同时，
还要充分发动群众，把部门监
管与群众监督有机结合，确保
环保监督无死角、无盲区。要
进一步完善举报机制，鼓励、
发动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营
造人人参与环保监督的良好
氛围，最终让各种环境违法行
为成为“过街老鼠”，让保卫
蓝天碧水净土、守护美丽家园
成为全市人民的自觉行动。

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国
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
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
优势、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
给优势、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
企业家的人才优势等，经济发
展具备强劲的内生动力、韧
性、潜力。正在举行的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将对围绕中国
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作出总体部署。改革增动
力、政策有合力、市场添活力，
中国经济必将交出更振奋人
心的发展成绩单。

——人民日报：《读懂
5.0%的“难能可贵”》

为了孩子能读好书、考出
好成绩，不断给孩子安排辅导
班，这样的“鸡娃”行为流行已
久。其成因直指父母的焦虑
心理，而焦虑很大程度上源于
比较，仿佛只有比别人“跑得
快 ”，孩 子 的 人 生 才 能 更 顺
利。但事实上，“不让孩子输
在起跑线上”本就是一个伪命
题，教育可以是比赛，但并非
人与人之间的你输我赢，更多
应 该 是 个 体 自 身 的 成 长 超
越。因此，“鸡娃”未必出“牛
娃”，“烧钱游戏”的性价比也
并不高。

——广州日报：《别把暑
假变成“烧钱竞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