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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七个“中国农
民丰收节”南通活动在海安
举办。活动以“学用‘千万
工程’礼赞丰收中国”为主
题，汇聚了全市的丰收喜悦
与乡村振兴的勃勃生机。

（9月23日本报2版）

春种秋收，天道酬勤。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亿万
农民庆丰收、晒丰收的节
日，也是全社会享丰收、助
丰收的节日。要让“好收
成”变成“好收入”，还需要
与时俱进、不懈努力，通过
多种方式增加农民的收入，
让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更
上一层楼。

共享喜悦，要讲好“丰
收”背后的故事。放眼广袤
田野，广大农民以双手为
笔、用汗水做墨，在大地上

描绘了稻麦金黄、蔬果飘香
的锦绣画卷。致敬付出，礼
赞收获，就要在丰收节里讲
好奋斗的故事，读懂“种瓜
得瓜，种豆得豆”的辛勤耕
耘，汇聚人们对滋养生息土
地的感情寄托。礼赞丰收，
要 展 示 新 时 代 农 民 的 风
貌。通过发掘乡村艺术、手
工技艺、民俗活动等文化，
推出富有农耕特质、民俗特
色、地域特点的群众性庆祝
丰收活动，用好民族民俗文
化、传统手工艺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开展沉浸式节日体
验，生动演绎乡村振兴的奔
头、现代农业的势头、农村
文化的看头、农民群众的盼
头，展示新时代农民的精神
风貌，激发农民群众创造美
好生活的干劲。助力振兴，
要续写“千万工程”新篇

章。丰收节不仅是庆祝丰
收的好时机，更是做好农产
品推广销售的大舞台。发
挥“兴农人”们在优质农特
产品“出村进城”中的作用，
通过“互联网+”拓宽销售市
场，让更多特色优质农产品
走出产区、走进市场、走上
餐桌，擦亮“金字招牌”，增
强知名度、影响力，真正富
一方百姓。

大地色彩斑斓，深藏
万千喜悦。以特有的仪式
共享丰收的喜悦，是农耕
文明一代又一代的传承。
品味丰收的万般滋味，我
们又看到了下一季丰收的
无限希望。

在“丰收节”里
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刘曦

今年暑假，通州区卫生
健康委退休干部陈菊萍结
对帮扶第26名困境学生。
开学前，她邀请孩子来家里
做客，并为孩子购买了学习
用品。陈菊萍是通州“爱心
妈妈”团队里的一员。今年
是她参与爱心结对的第30
年，也是通州“爱心妈妈”团
队成立的第30年。

（9月21日本报4版）

30年来，“爱心妈妈”们通
过一对一精准帮扶的方式，将
个人的关爱延伸到更多困境
家庭和孩子的生活中，不但解

决了他们的经济问题，更重
要的是带来了情感上的陪伴
与心理上的支持。

令人感动的是，“爱心
妈妈”们与孩子们之间的情
感联系，不仅仅是单向的。
在长时间的相处与陪伴中，
困境儿童也逐渐学会感恩
与回报。当孩子们从感受
到关爱到学会关爱，并通过
自己的努力反哺社会时，这
样的正向循环将不断扩大。

“爱心妈妈”模式从最早
的一对一资助，逐渐发展为

“一个人或一个团队”全方位
的扶助。这种帮扶方式，结

合了政府、社会组织、学校等
多方资源，使得困境儿童在
物质上得到帮助，更在学习、
心理和家庭教育等多个维度
获得关爱。

“爱心妈妈”们的行动，
展现了社会关怀的深度与
广度，他们用爱的阳光，为
困境儿童提供了物质帮助，
更通过陪伴与关爱，温暖了
孩子们的心灵，照亮了孩子
们的未来。与此同时，这种
爱心行动也在社会中产生
了强烈的共鸣与影响，推动
了更多人参与其中，形成了
爱的良性循环。

用爱的阳光温暖心灵照亮未来
□涂实磊

“这次改造太贴心了。”
9月21日，南通市崇川区万
象城附近的外卖员小王轻
松就把电动自行车挪上了
非机动车停放区，径直走向
商场取餐。近日，崇川区对
部分人行道出入口进行改
造，通过增设坡道，方便行
人驾驶电动自行车上下。

（9月23日本报2版）

城市的建设不仅在于
建筑的高度与广度，更在于
其对于每一个市民的关怀
与包容。在崇川区的城市
改造中，无障碍设施的升级
与改造，正是这样一种温情
的体现。

我们常常忽略，那些看
似微小的改变，却能极大地

提升市民的出行体验和生活
质量。在崇川区的这次改造
中，人行道出入口的坡道增
设就是一项非常人性化的举
措。它不仅为电动自行车驾
驶者提供了便利，也为行动
不便的市民带来了极大的便
利。这种细微的改变虽然
小，但其背后的理念却是重
大的。这代表着我们的城市
更加注重人的需求，更加关
注市民的生活质量。

崇川区的改造计划并
不盲目，而是非常注重实效
性。在推进无障碍设施改
造时，选择在人流量密集、
居民改造愿望强烈的地方
进行改造。这些地方通常
是市民生活的主要区域，也
是最需要改变的地方。此

外，在无障碍设施的改造
中，还注重美观性和实用性
相结合。在保证其功能性
的同时，也考虑到其与周围
环境的协调性。毕竟，一个
好的城市设施不仅应该满
足人们的需求，还应该成为
城市的一道风景线。

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
无障碍设施得到了极大的
改善和提升。这不仅为市民
提供了更加便利、舒适的出
行环境，也体现了城市对每
一个市民的关怀和尊重。这
些微小的改变也许在一开始
看起来并不起眼，但它们的
影响是深远的。这样做可以
极大地提升城市的形象和吸
引力，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注入新的动力。

无障碍改造，有“爱”才能无“碍”
□郭元鹏

绿色出行

昨天，在第27个世界无车
日到来之际，由南通市自行车
运动协会、南通龙信体育世界
主办的环南通市区绕城骑行活
动圆满落幕，350多名自行车
运动爱好者参加了本次活动。

（9月23日本报4版）

大处着眼小处入手
□梁诗韵

我们应当看到，城市治理
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市民
的绿色出行理念需要时间培
养，这也正是无车日活动举办
的意义。同时，绿色出行需要
健 全 的 公 共 交 通 体 系 来 支
撑。如何发展城市公共交通，
如何把市民吸引到公共交通
的出行选择上来，才是政府在
每一天都应当积极思考并付
诸解决的事情。

因此，各级政府部门应加
大公共交通发展力度，让市民
感受公共交通系统的优越性和
便利性，才能引导居民逐步接
受并喜欢选择公共出行交通工
具，进而助力城市绿色发展。

世界无车日只有一天，显
然靠一天无车日并不能立刻解
决经年积累的一揽子问题，需
要职能部门从大处着眼，从小
处入手，从规划到实施、从硬件
到管理上抓落实，才能真正实
现世界无车日的目标。

多方发力久久为功
□新平

传统的城市交通系统高度
依赖于汽车等高排放交通工
具，不仅加剧了空气污染和城
市拥堵问题，还给城市带来了
大量的噪声污染和资源浪费。
以自行车、步行、公共交通等为
主的绿色出行模式，不但可以
有效减少碳排放，还能够缓解
交通压力，提升城市的宜居性。

绿色出行理念的推广并非
一朝一夕之功，要让居民真正
选择自行车、步行、公共交通作
为日常出行方式，城市必须提
供相应的基础设施支持。此
外，公共交通网络的优化也必
不可少，应当让自行车与公共
交通实现无缝衔接，增加地铁
站和公交车站的自行车停车场
所，鼓励市民选择“骑行+公共
交通”的组合方式出行。

在基础设施建设之外，政
策层面的支持同样至关重要。
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力的政策，
能够有效引导居民的出行选
择。例如，鼓励使用新能源汽
车。同时，政府还可以推出诸
如“绿色出行积分计划”，市民
通过绿色出行可以积累积分，
换取环保礼品或公共服务的优
惠，以此激励更多人主动选择
低碳出行方式。

不仅仅是中秋，近年来，在
春节、元宵、端午等诸多传统节
日以及其他一些假期，越来越
多的人选择“新中式”游，比如
参观文博场馆、探访古城古镇、
参与传统文化活动、观赏非遗
技艺、购买国潮文创等。这些
都彰显了对传统文化的内在认
同，是一种共通的情感需求。
对于这种认同和需求，整个社
会不妨多予鼓励、善加引导、促
其深化，让更多自觉融入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年轻人被看
到、被认可，继而在审美、情感
和价值上产生更多共鸣。

——光明日报：《“新中式”
游缘何受青睐》

企业应当深刻自省，摈弃那
份高高在上的傲慢。频繁曝光
的类似事件，不仅是舆论的焦
点，更是企业自我审视与改进的
契机。当服从性测试悄然成为
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时，企业所失
去的，远不只是员工的忠诚与信
任，更是那份推动企业不断向
前、勇于创新的内在动力。真正
的企业文化，应当是建立在尊重
与理解之上，鼓励员工发声，促
进共同成长。

——红网：《未参加跑步活
动被辞退：尊重员工的企业才
走得远》

@台州人 放生是我国的
一种传统习俗，表达了古人对
自然的敬畏，亦体现了朴素的
善念，本无可指责，但盲目放生
无异于“杀生”。

@欢颜 大规模违规无序
放生可能会引发次生灾害，导
致大量外来物种入侵，从而改
变生态平衡，影响到本地生物
多样性安全。

@王红峰 建议有关部门
对放生全过程进行依法监管，
对野蛮放生严肃惩处，以儆效
尤。与此同时，还要让人们知
道哪些物种不能放生，如放生
应掌握科学的方法。

本期话题下期继续

放生乱象上热搜

上海苏州河42公里岸线
贯通后，水面干净，岸线优美，
深受市民喜爱，也由此吸引了
不少人专程到这里放生。但错
误的“放生”等同于“杀生”，不
仅让苏州河多次因大量死鱼登
上热搜，今年还创下了1天捞
出1吨死鱼的“新纪录”。对
此，你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