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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省级卫生城市”要靠你我他
葛 石平

枣庄自1995年就已创建成为
省级卫生城市 ,创建后每隔几年还
要进行复审 ,如果复审合格将会继
续保留称号,如果整改后还不合格,

就会取消这个称号。今年 ,枣庄市
将再次迎接省爱卫会复审 ,为此枣
庄市出台了迎检工作实施方案 ,举
全力对市容环境卫生状况 ,环境保
护 ,食品、公共场所卫生等进行集
中整治。(《齐鲁晚报》6月6日报道)

笔者仔细研究了省级卫生城
复审的内容和条件，内容很多，其

中有不少项目要求很高。比如城区
绿化覆盖率要高于35%；沿街单位

“门前三包”等责任制度落实 ,车辆
停放整齐；市场要做到划行归市,摊
位摆放整齐,无占道经营，夜市管理
规范,卫生状况符合要求,无露天烧
烤等等。依笔者之见，省级卫生城
复审重任在肩，保留已有的称号并
不是一件易事。需要上下同欲、齐
心协力。

俗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创
省级卫生城不易，保留这个称号也

不容易。因为上山容易下山难，破坏
总比建设快。随着城市规模的剧烈
膨胀和城市化进度的不断加快，城
市管理的难题越来越凸显。就拿不
久前修建的道路两旁的绿化带来
说，一些非法夜市随意破坏踩踏、乱
扔垃圾，其惨状真是触目惊心。

每个市民都是卫生城的受益
者，同时也考验着每个市民作为
参与者、享受者的公德意识。行走
在大街小巷，各种与卫生城要求
格格不入的现象俯拾皆是、层出

不穷就是例证。创建卫生城是一
种手段和抓手，其核心是为市民
创造一种干净、整洁、卫生的生活
环境。

城市是我家，创卫靠大家。平
心而论，创建卫生城市不光是政
府行为，每一位普通市民也应该
把创卫工作当成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自觉承担起维护城市文明卫
生的义务和责任。“创卫”是具体
的，也是抽象的。从某种意义上
说，“创卫”是大规模城市化进程

的延续，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影响
改变我们和我们的城市。与此同
时我们或许更应该关注“创卫”带
给我们的观念、生活习惯和生活
方式这些精神层面的变化。不仅
如此，我们更应有决心和信心向
国家级卫生城的目标奋进。如此
一来，我们将真正体验上海世博
会的那句有名的主题词——— 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而不是被糟蹋和
污染的城市走向相反——— 城市让
生活更糟糕。

榴下谈
今日枣庄

个论

查处无结果

谁之责？

葛 孙世华

齐鲁晚报6月25日刊刊载新
闻《高危化学品查出半月还晾
着》。从配发的封面图片来看，真
可谓触目惊心。内容说：23日，市
民打来热线反映称，薛城区镇西
路附近一家名叫枣庄市森鹏翔
宇阻燃材料有限公司内，经常飘
出浓重刺鼻的味道，经过附近时
都得戴上口罩，严重影响了他们
正常生活。采访中记者发现，该
工厂大门上贴着薛城区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局的整治文件，文件
是针对2013年6月9日对此工厂
现场检查中发现违法行为和安
全隐患的处理决定。

奇怪的是，据上次处理决定
发出时间已经过了9天，可该厂
却“固步自封”，虽然没有继续生
产，但是他们“按兵不动”，并且
放任危险化学品在厂内到处堆
放，以至有的容器出现破裂，液
体淌了一地，只留一位值班老人
独自看守，如此做法，实在令人
费解和气愤。

有关部门在对一个生产项
目进行检查审批过程中，尤其是
发现问题需要改进，或者必须

“关停并转”时，首先应该制定具
体措施和回访结果报告。这既是
工作程序，也是保证问题得到解
决的基本要求。但从“高危化学
品查出半月还晾着”的新闻报道
中，读者明显看出三个方面的问
题：一是监管不到位，检查有始
无终，结果导致整改企业不管不
顾；二是企业管理缺乏法律意
识，结果出现有人独自看守，却
不懂如何处理这些危险品的状
态；三是监管部门和企业法人存
在沟通上的漏洞，结果出现明明
是在推诿扯皮，却找出一堆借
口，从而使污染继续加重的违法
现象。

现在，既然媒体已经将它公
之于众，职能部门就该虚心接
受，并立刻着手联系生产企业，
尽快处理这些有毒有害危险品，
让附近居民安心，让过往行人放
心。绝不能听之任之，或者不了
了之。换一句话说，就是查处无
结果，责任必须有人负。假如经
过举报与媒体报道污染源仍旧

“雷打不动”，我想，不等发生“意
外”，某些人就该提前下课了！

“状元”宣传不应过度
葛 杨维兵

随着一年一度高考成
绩揭晓，与“状元”有关的宣
传广告充斥着各地报刊、网
络、电视等各种媒介。这种
以宣传高考“状元”为由头
的热潮，看似属新闻报道，
实则是商业宣传，其本质是
地方教育部门和相关学校
借此提高名气，为将来招生
奠定基础。适度宣传一下

“状元”无可厚非，但一些地
方对“状元”全方位、多角度
立体式宣传的确有点过度，
已把“状元”变成了具有浓
郁商业气息的道具与砝码。

状元，是古代科举制
度的产物，几千年来，一代
代莘莘学子孜孜不倦追求
的是功成名就，光宗耀祖，
出人头地。那种“一考定终
身”的科举考试制度并不
科学，存在诸多弊端，如只
注重了对考生掌握知识的
考察，而忽视了考生综合
素质的考评；重视了考生
的知识占有量，忽视了考
生的创新能力等。过度宣
传“状元”，与现行的教育
制度格格不入。现在的高
考制度已为所有考生敞开

了大门，并非像古代科举
制度那样“一考定终身”，
没有考上大学同样可以在
一些领域做出优异的成
绩。比如著名作家余华就
是当年的高考落榜生，还
比如很多著名企业家、科
学家、记者、医生等等，并
非都是当时的高考状元。
据媒体报道，有一份调查
报告显示，从1977年至2012

年36年间的1000余位高考
“状元”中，没发现一位是
做学问、经商、从政等方面
的顶尖人才，他们的职业

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况
且，很多学校用来作招生
名片的“状元”在考试前也
并非就是状元，只不过在
考场上发挥得要好一点而
已。而一些媒体所宣传的

“状元”，也缺乏科学性和
统一性，有宣传的是省“状
元”，有宣传的是市“状元”，
少数学校更是根据自身优
势，自封一些“状元”。遍地
开花的“状元”让老百姓真
假难辨，而一轮又一轮的
宣传让一些媒体和广告公
司赚得盆满钵盈。

把“状元”功利化，会使
“应试教育”偏离“素质教
育”的轨道。如果每一个学
校都一味的去培养屈指可
数的“状元”，那么吼了多年
的“素质教育”就会成“一纸
空文”。同时，还会对“状元”
本身的身心有一定影响，会
让他(她)们滋生躺在“功劳
簿”上睡大觉的思想。

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
社会，现在的教育是现代文明
教育，“状元”可以休矣，把“状
元”作为“名片”、作为“经济增
长点”更应该止步！

让孩子过一个安全的暑假
6月25日傍晚，笔者去

东湖散步，在湖边碰到五

六位中学生在湖边拉呱，

一位讲：天热了，到湖里

去洗个澡吧；另一位讲：

这里太不过瘾了，过几天

放假了，我带你们去我姥

姥家村后面的水库里去

游泳，玩个痛快。听到此

言我联想到以往媒体不断

报道，在暑假期间大中小

学生因游泳而溺水身亡的

惨剧时有发生，值得家长

警惕。

漫长的暑假快到了，

如何避免因游泳溺水身亡

的惨剧发生，笔者建议应

采取以下几项措施，齐抓

共管。

其一，学校是教育孩

子最有力的阵地，在放暑

假之前要组织一次注意暑

假安全的专题活动，请人

做报告，搞一些图片展览，

班级中也可以搞一次安全

教育的主题班会，向孩子

们灌输暑期安全的常识，

让孩子们警钟常鸣。

其二，各新闻媒体要

针对性的加强暑期大中小

学生安全方面的公益广告

片的制作发布，也可以在

暑假特别节目里插播一些

因为游泳不注意而造成惨

剧的片断，在节目的前后

中间插播，随时提醒学生

们注意。

其三，在暑假中可以

有组织的让学生们参加游

泳活动，但必须在专门正

规的有救护人员的游泳

池、游泳馆里进行。

其四，家庭是孩子们

的大本营，父母是孩子们

的保护神，暑假期间除了

加强安全教育外，把孩子

们的暑假生活安排得轻松

快乐，让他们去做一些简

单的家务劳动，既培养他

们的自立能力，又能培养

孝顺父母的基本素质，还

可以让他们去为左邻右舍

的老人和孩子们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好事，让他们从

小体会到和谐社会的温

暖。

其五，充分发挥社会

力量，加强学生的安全教

育。社区居委会可以安排

一些有益青少年健康向上

的活动，让他们在有益的

活动中健康成长，不随意

乱跑到外面去单独活动，

家长工作忙，可以发挥社

区里的退休人员的积极性

去参加这项活动，让他们

和孩子们一起度过炎热的

暑期。

孩子们是祖国的花

朵，是国家的未来，让我们

全社会都行动起来，齐抓

共管，让孩子们快快乐乐、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度

过暑期，去迎接新学期的

到来。 (戴忠群)

读者来信

过好“金榜题名关”
葛 黄健

每 年 高 考 发 榜 ，如 何 帮 助
落 榜 生 渡 过“ 落 榜 关 ”，使 他
们遇挫不馁，重新扬起生命的
风 帆 ，意 气 风 发 地 走 向 社 会 ，
成 为 社 会 关 注 的 问 题 。在 给

“ 落 榜 生 ”送 上 关 爱 的 同 时 ，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那些金榜
题 名 的 考 生 ，同 样 也 需 要 关
怀。

考生一旦金榜题名，他们
在教师、家长眼里就成了好学
生 、乖 孩 子 ，人 前 人 后 ，所 闻

皆 是 赞 扬 之 声 ，缺 点 闭 口 不
谈 ，真 是“ 一 俊 遮 百 丑 ”。孩 子
在这种众星拱月的氛围中，容
易 飘 飘 然 ，容 易 滋 生 自 命 不
凡 ，妄 自 尊 大 的 不 良 心 理 ，以
致于在进入校园后，会出现许
多心理问题。据上海市某重点
高 校 对 在 校 大 学 生 进 行 的 随
机 抽 样 测 试 显 示 ，超 过 2 5 % 的
大 学 生 存 在 着 比 较 严 重 的 心
理 问 题 。有 的 因 性 格 孤 僻 ，缺
乏社会参与能力，人际交往局

限 于 小 圈 子 ，心 理 感 到 压 抑 ；
有的面对激烈的竞争，成绩上
失去了领先地位，心理压力严
重 ；有 的 因 专 业 问 题 ，对 工 作
分配及前途感到渺茫，整天混
日子；有的只知道享受大学里
自由新鲜的空气，热衷于谈情
说 爱 ，对 功 课 懒 于 对 付 ，致 使

“红灯高挂”。
由此可见，在进入大学之

前，帮助孩子及时调整自己的
心态，保持一种健康的心理状

态，以饱满的精力投入到丰富
多彩的大学生活中去，就显得
至关重要了。我们的家长要公
正客观地评价自己的孩子，找
出 不 足 ，提 出 今 后 努 力 方 向 ，
要让孩子清醒地认识到：大学
不是冲刺后的休息室，而是更
为艰辛的起跑线。要让孩子在
暑期接受适当的锻炼，培养孩
子的独立生活能力，保证孩子
在跨入大学的校园后，能轻松
面对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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