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奏响夜晚“运动交响曲”
□刘曦

濠南
夜话

近日，近300名市民游
客热情参与第四季濠河时
尚夜跑。跑友们从濠河风
景区游客中心出发，沿着主
城区环濠河5公里，领略夜
色中的通城魅力。

（7月22日本报2版）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通城越来越多的人主动远
离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
走向户外，选择用奔跑追逐
一 种 健 康 向 上 的 生 活 方
式。大家徜徉在城隍庙、白
沙滩、环西文化广场、濠西
书苑等城市地标中，感受这
座城市别样的“夜间之美”。

夜跑是夜间体育的重
要形式之一。夜间体育作
为一种更具健康形态的新

消费模式，有很强的发展潜
力，当其与餐饮、文化、娱乐
等消费场景深度融合时，更
会带来新的消费活力。近
年来，我市大力点亮城市新

“夜”态，激活消费新空间。
“夜经济”发展至今，规模在
持续扩大，形式也在不断更
新。当体育运动越来越成
为人们的“刚需”时，发展夜
间体育消费，不仅是释放夜
间经济红利、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满
足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的
必然选择。一方面，要增加
夜间体育消费场地供给，开
放更多公共体育运动场，结
合当地体育资源和文化特
征，举办富有特色的夜间体
育运动主题节庆活动，在室

外广场、著名商业街区等地
加快引入夜间体育运动配
套设施。另一方面，还可
以加强新技术、新科技运
用，通过大力发展夜间智慧
体育，使夜间体育消费者通
过光影技术、感应系统随时
随地沉浸式参与体验体育
运动。

当微风拂过脸颊，当月
光打在每一寸肌肤上时，闭
上眼睛深吸一口夏天的冰
凉，治愈感便扑面而来。朋
友，试着去奔跑吧，在这个
盛夏的夜晚，共同点亮通城
的魅力之影、活力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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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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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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
1+1

人人争做网络谣言“粉碎机”
□孙维国

今年是公安部确定的
“打击整治网络谣言”专
项行动年。我市公安机关
坚持依法打击和综合治理
相结合，始终保持对网上
造谣传谣违法犯罪行为的
高压严打态势，依法查处
一批网络谣言案件，有效
维护网络空间秩序。18
日，警方公布了 4 起典型
案例。

（7月20日本报4版）

网络谣言的危害显而
易见，不仅容易引发公众的
恐慌和不安，还可能造成严
重的社会后果。网络谣言
的产生有其内在机制。一

方面，部分网民为博取眼
球、吸引流量，不惜编造和
传播虚假信息。另一方面，
信息的碎片化和传播速度
的加快，使得谣言能够在短
时间内广泛传播，造成更大
的社会影响。同时，部分网
民的辨别能力不足，缺乏对
信息的判断力，容易成为谣
言传播的帮凶。

要遏制网络谣言的传
播，仅靠警方的打击和治理
是不够的。每个网民都应
当承担起责任，争做网络谣
言的“粉碎机”，共同维护健
康、和谐的网络环境。

作为网民，应提高自身
的辨别能力，增强对信息的

判断力。在接收到信息时，
应保持冷静和理性，不轻
信、不盲从。可以通过多方
查证，了解信息的来源和真
实性，避免被谣言误导。同
时，网民应积极参与网络谣
言的治理，发现谣言时及时
举报，共同抵制网络谣言的
传播。

人人争做网络谣言的
“粉碎机”，不仅是个人责任
的体现，更是共建和谐网络
环境的重要举措。只有每
个网民都积极参与，形成全
社会共同抵制谣言的氛围，
才能有效遏制网络谣言的
传播，维护网络空间的秩序
和安全。

打造慈善空间 传播慈善文化
□涂实磊

7月18日上午10时10
分，一辆装饰一新的“慈善
之城”主题列车从南通地铁
2号线易家桥站驶出，开启
了它的慈善之旅。当天，南
通地铁2号线易家桥站点
慈善之城主题厅同步启
用。这是目前全国地铁首
个沉浸式主题慈善空间，让
爱心和善举成为流淌在南
通这座城市的温暖底色。

（7月19日本报4版）

慈善，是社会的良心和
温暖，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
重要标志。慈善空间启用，
标志着慈善文化在公共交
通领域的一次创新尝试。

一个城市的慈善精神，
需要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传
承和发扬才能长久不衰。南
通自张謇以来涌现出众多慈

善楷模，他们用实际行动诠
释了何为大爱无疆。今天的
南通人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优
良传统，将慈善精神融入城
市的每一个角落。

一个城市的慈善氛围，
离不开市民的共同努力和
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南
通在全省率先出台《关于南
通市建设“慈善之城”的实
施意见》，将慈善事业纳入
城市整体发展战略。这一举
措，营造了浓厚的慈善氛围，
激发了市民参与慈善的热
情。通过地铁这一流动的窗
口，慈善文化被更广泛地传
播，慈善行为被更多人效仿
和践行，从而形成“人人参
与、人人共享”的良性循环。

慈善教育是培养慈善
意识的基础，应通过学校、
家庭和社会教育三方合力，

让人们从小树立慈善观念，
理 解 慈 善 的 意 义 和 重 要
性。在学校教育上，在中小
学课程中应增加慈善教育
内容，通过故事、案例、参观
慈善机构等，让学生了解慈
善事业，培养同情心和责任
感。在家庭教育上，家长应
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如
带孩子参与慈善活动、捐赠
旧衣物等，潜移默化地影响
孩子的慈善观念。在社会教
育上，利用社区中心、图书馆
等公共场所开展慈善讲座和
活动，提高公众对慈善的认
识和参与度。

慈善之花的遍地盛开，
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和
付出。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积极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来，
为社会的和谐进步贡献一
份力量。

保护古树名木
我市濠河景区内共有古树

名木70棵，其中一级26棵、二
级44棵，树龄最长的超过700
年。炎炎夏日，市濠河办对辖
区内的古树名木及珍贵树种
实施抢救复壮、挂营养液、安
装避雷针、病虫害防治等多项
措施，守护它们安然度夏。

（7月22日本报3版）

保护好“活的化石”
□宝哲

古树名木，是大自然和祖
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是现
代城乡的园林瑰宝。在中国
人的成长记忆里，树木也是情
感的载体，我们需要保护好这
些“会呼吸的文物”。

然而，保护古树还是遭遇
着困境：受到了利益的驱使，
尤其是城市不断扩容之后，不
少古树一直遭遇着生存的威
胁。比如，有的地方为了搞
建筑，将古树移走，结果有的
是“勉强存活”，有的则是“树
挪死了”；有的地方为了开发
商业综合体、修铺道路，也是
容不下一棵古树，甚至是直接
铲除。

古 树 名 木 是“ 活 的 化
石”。这就需要我们把“百年
古 树 ”当 成 我 们“ 手 心 里 的
宝”。南通市对古树名木的保
护可谓真正将它们当成了“手
心里的宝”，不仅对古树名木
实施了登记管理，还在平时倍
加爱护。比如，为了让古树名
木“安然度夏”采取的这些措
施。这是对古树名木的敬畏，
更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的践行。

用创新举措保护它
□梁正

古树是了解社会历史进
程的“活档案”。笔者以为，可
采取创新举措保护古树名木。

为城区古树专门建设公
园，既是城市温度的体现，也
彰显出市民对城市的归属感，
以及对历史文脉、乡土文化的
尊重。除此以外，古树公园还
能增进人们与古树之间的情
感，让当地老人把古树故事
讲给更多的年轻人听，这无
疑是一种文化传承。如今，放
眼全国，很多城市都在积极探
索古树保护的新模式。比如

“认养古树”，在互联网语境之
下，让古树保护与管理有了更
多创意性的路径，不仅可以

“在地上”躬耕，还可以“在云
端”认养。

当然，在推动古树公园的
建设中，仍需要有远见的整体
规划和设计，遵循就地保护、
科学管护、合理利用、可持续
发展等原则，让城乡居民共享
绿色生态空间。

“新中式养生”为何在年轻
人中圈粉无数？“小时候害怕看
成绩单，长大后害怕看体检
单。”一位网友的话道出了不少
年轻人的心声。熬夜、久坐、缺
乏运动、饮食不规律……在快
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年轻人的
亚健康问题愈发普遍，更多人
开始审视自身的生活进而作
出调整，如何防病和调理身体
成了关键，而向来以“治未病”
见长的中医药恰好满足了这
一需求。因此，与其说年轻人

“养生血脉觉醒”，不如说是健
康意识觉醒。

——人民日报海外版：《您
被“新中式养生”圈粉了吗》

破除“文件流转中的形式
主义”，就必须从转变工作作
风入手，树立实干导向。要建
立健全文件审核把关机制，确
保每一份文件都经过深入研
读、细化完善，更加符合地方
实际和基层需求。同时，要强
化监督问责机制，对那些在文
件流转中搞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严肃查
处、绝不姑息。如此，才能形
成强大的震慑力，让形式主义
无处遁形。

——红网：《警惕文件流
转“击鼓传花”》

@鄂东梅子 升学宴是为
了让亲朋好友分享孩子升学
的喜悦之情，是庆祝孩子高中
阶段结束和新的人生阶段到
来，这是人之常情。

@黄梅戏笑 邀请参加升
学宴的宾客主要集中于亲朋
好友，别给没见过几回面，甚
至基本没打过交道的“陌生
人”也派发请帖，那是会让“升
学宴”成“升学厌”的。

@王锦南 升学宴在八月
是高峰期，期待相关部门加强
检查和监督，谨防有人借升学
宴等名目进行利益输送等违
规行为。

本期话题下期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