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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护好“夜校热”，既有利于
个人成长，也有利于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相关部门应建立严
格的准入机制，严审办学资质，
提高准入门槛，以强有力、常态
化的监管举措，切实保护消费者
权益。同时，应加大对虚假广告
和乱收费等行为的惩处力度，提
高夜校培训机构的违法违规成
本。此外，还需进一步畅通投诉
维权渠道，并对投诉信息进行及
时、有效的处理。

——经济日报：《办好夜校
重在规范》

“取消公摊”能否推广开来，
有没有更好的解决之道，还不宜
草率定论。可以肯定的是，不清
不楚的公摊面积很难配得上“好
房子”这一目标追求，只有让老
百姓明明白白消费，把该拿的面
积真正拿到手，才能买得安心、
住得舒心。这也说明，今后房地
产政策的精细化与针对性还需
要进一步提高，先让部分城市因
城施策、“投石问路”也不失为一
种可行的方法。此外，更要读懂

“取消公摊”呼声背后的核心诉
求，如今比起“要不要”，更多的
是“值不值”。

——南方日报：《重新审视
“取消公摊”之争》

向违规探险者追责

近期，5名“驴友”因不听
劝阻前往未开发区域探险被
困，当地组织救援力量搜救后，
5人被要求依法承担2万元救
援费。据了解，这是江西首次
对违规探险造成公共资源浪费
的行为进行追责罚款。对此，
你怎么看？

@孙建国 对被困违规探
险者进行救援，是必然的人性
化措施，但要求不听劝的违规
者自行承担救援费用也是理
所当然。因为公共资源不能
任由这些人来浪费，这是最好
的惩戒。

@井陉人家 坚持向违规
探险者追责追偿损失，这是向
其违规行为打响的第一枪——
既是对违规探险者的惩戒，也
给后来者以严厉警示。

@微水四街 对此典型案
例要加大宣传力度，以便让更
多人知晓，增强全民的规范探
险意识，并养成严格遵守规定
的习惯和素养，形成科学探险
的社会氛围。

本期话题下期继续

智慧城市管理

“以前对面餐馆油烟大得
很，现在处理过后没问题了。”
住在尚海湾的居民聊起这一
转变，脸上满是笑容。我市依
法治理餐饮油烟，建成市级餐
饮油烟监测预警管理系统，市
区餐饮油烟净化设施安装使
用率已达96%。

（12月24日本报4版）

为治理注入“智能量”
□涂实磊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科技
的飞跃发展，城市治理逐渐步
入智能化、精细化的新阶段。
以餐饮油烟问题为例，智能监
控技术的引入为这一难题的
破解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从餐饮油烟的治理案例
可以看到，智能化的技术不但
为解决具体问题提供了有效
工具，还为城市治理的精细化
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

传统的治理模式往往基
于人工管理与大致的经验判
断，难以做到实时响应和全方
位的监督。智能化技术通过
集成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等先进科技，能够实时监控城
市运行中的方方面面，包括环
境、交通、治安等多个领域，极
大地提升了城市治理的反应
速度与处理效率。

另外，除了提升管理效
率外，智能化技术还可在推动
城市可持续发展、保护生态环
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让烟火气亲民不扰民
□张裕新

餐饮油烟作为重要的大
气污染源，其排放出的大量颗
粒物会对城市环境和居民健康
造成威胁，治理餐饮油烟成为
群众的急难愁盼。我们要积极
探索“前置服务、远程监管、精
准治理”工作模式，不断提升餐
饮油烟污染综合治理水平。

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
信访投诉应进行梳理分析，以
便科学精准依法施策。与此
同时，要紧盯餐饮经营时间多
在中午、夜间等特点，实行错
时执法，建立夜间巡查中队，
形成全天候、全覆盖巡查监管
工作模式。

还应积极探索智慧城市管
理办法。聘请“城市管家”志愿
者，通过城市管家“随手拍”小
程序、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反馈
餐饮油烟治理方面的问题。监
测系统可以实现24小时在线实
时监测油烟排放浓度，对餐饮
单位显示排放数值呈现红色并
且连续3天超标的，要立即指派
工作人员到现场做进一步检
测，实行限时处置。总之，我们
需要烟火气而非扰民的油烟。

“这几日监测收获很
大，冬候鸟的大部队正在到
来！”23日，在通州湾海边，
南通环境监测中心联合南
通爱鸟摄影协会对沿江沿
海冬候鸟展开持续调查，观
测到广袤的江海平原上越
冬候鸟应时而至，为沉寂的
湿地带来勃勃生机。

（12月24日本报2版）

候鸟是生态环境的“晴
雨表”，它们的选择直观反
映出一个地区生态质量的
优劣。南通能吸引超 5 万
只冬候鸟，且种类丰富，得
益于其不断筑牢的生态屏
障。近年来，南通大力实施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湿地得
到有效保护与修复，其丰富
的湿地资源为候鸟提供了
栖息地和补给站。众多的

省级自然保护区、湿地公
园、保护小区以及自然保护
地的建立，如同一颗颗生态
明珠，串联起候鸟的安全通
道与温馨家园。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十
余年来首次现身通州湾腰
沙水塘的“游禽之王”疣鼻
天鹅，这不仅是南通生态
环境改善的有力证明，更
是生物多样性逐渐丰富的
生动体现。随着南通生态
环境的持续向好，全市生
物多样性物种从 2020 年的
3508 种增加至 3983 种，许
多曾经的“稀客”如今变为

“常客”，越来越多的公园、
水岸成为南迁候鸟的中转
站和栖息地，反映出生态
系统在人为保护下正逐步
走向稳定和繁荣，形成了
良性循环。

南通冬候鸟的增多，不
只是一道美丽的自然景观，
更是衡量生态环境质量的
重要标尺。这一现象提醒
我们，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
并非相互对立，而是相辅相
成的关系。只有秉持绿色
发展理念，持续加大生态保
护力度，才能吸引更多的生
物栖息繁衍，让城市在发展
进程中依然保有丰富的生
物多样性和优美的自然环
境。期待南通能继续守护
好这片湿地，让冬候鸟的

“冬日之约”成为永恒的风
景，也为更多地区的生态建
设提供可借鉴的成功范例。

“稀客”变“常客”
生态向好的生动注脚

□琮琤

自2019年开办以来，紫
琅第一小学从“对学习评价”
走向“为学生评价”，在评价
情境的创设、任务群的建构、
增值性评价等方面开展研
究，助力学生多样化成长。

（12月24日本报5版）

我们必须要正视一个客
观事实，每个孩子在天赋、兴
趣、性格、家庭背景等方面都
有着不同的差异，这些差异
决定了每个孩子的学习方
式、节奏和表现形式也不尽
相同。紫琅一小将学生评价
从单纯的学业成绩扩展到学
生的兴趣爱好、品德修养、社

会实践等多个方面，这种科
学评价方式能帮助孩子们在
心理上获得更多的满足感和
成就感，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教育必须尊重并发掘
孩子的个性，让每个孩子都
有机会在自己擅长的领域
里成长。在这样的教育环
境中，孩子们不仅能发挥自
己的长处，也能在自己的节
奏下不断提升，逐渐找到属
于自己的方向。传统的教
育评价方式过于依赖单一
的标准，注重考试成绩，追
求分数至上。单一评价方
式加重了学生的负担，也限
制了他们个性的发展，甚至

压抑了孩子的天性。其实，
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
的，他们的成长不应被统一
的尺子束缚，而是应该被尊
重、被理解、被激励。

教育者的使命是应帮
助孩子们发现自己的特长，
激发他们的潜力，尊重他们
的独特性。在这个过程中，
个性化的评价体系和多元
化的教育方式将成为教育
改革的重要抓手，帮助每个
孩子在自己的节奏和方式
中成长，成为独立、自由且
充满创造力的个体。让每
个孩子都能成为最好的自
己，才是教育的真正目标。

让每个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
□孙维国

“开闸，放鱼！”近日，濠
河公司以活水车投放形式，
在濠河水域混合投放鳊鱼、
草鱼、鲢鱼等3种鱼苗共15
万尾。

（12月24日本报2版）

这几年，我市始终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治理力度前所未
有，生态修复效应持续显
现。而放鱼养水，正是在开
辟一条呵护江河生态、涵养
水域生机与活力的新路径。

此次在濠河水域放流鱼
苗15万尾，给这些放流鱼苗
更好的生长空间和繁殖时
间，可谓意义非凡。与此同
时，我们还应将“斩黑手、管

住嘴”等后续工作做到位。
一方面要铁面监管、铁腕执
法，只有让最严法律长出更
锋利的牙齿，把标准立起来、
执行严起来，严厉打击电鱼、
毒鱼、炸鱼、“地笼”捕鱼等违
法犯罪行为，彻底斩断非法
捕捞的灰色产业链，才能构
筑起监管的铜墙铁壁；另一
方面要强化宣教、强力劝导，
斩断伸向鱼苗的筷子、管住
食客贪馋的嘴巴，给鱼儿一
条“生路”。同时，要以健全
的长效机制、完善的配套措
施形成“市场不卖、餐馆不
做”的局面，这样久久为功
就能维护渔业资源平衡、改
善水域生态环境。

确保增殖放流取得实

效，要树牢一盘棋作战的思
想。南通江河湖泊众多、水
系连通，这么多鱼儿怎么管
得过来？要不断深化跨区
域、跨部门联动协作机制，
利用“铁脚板+大数据+网
格化”，强化全天候、全覆
盖、全领域的执法监管，让
全生命周期的保护措施都
跟得上、做得细、落得实，切
实维护好我市的渔业生产
秩序和水生生物资源。

愿保护“生命之源”成
为每个人的一种自觉，既要
敢于向环境污染宣战，更要
善于为生态保护出力，用更
多的举手之劳和实际行动
再现“百鱼竞游、人水和谐”
的美好景象。

多管齐下确保增殖放流实效
□徐剑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