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一位市民不妨从自身做起，哪怕只是一个赞许的目光，一个会心的微笑，一个胜利的手势，让

这种回报形成一个好人有好报的良性循环。

从“小赵救人”看“不让好心人吃亏”

□廖水南

7月10日晚，笔者在泉城广场
游玩，突然传来一声猛喝— ——
“水里有电！ ”接着是几个小孩
的倒地声和哭声，原来广场保安
为了劝诫孩子们不要去水里嬉戏
而吓唬他们，孩子们一急，摔的
摔，哭的哭，一片狼藉，把旁边
的家长也着实吓了一跳。

最近省城一直高温不下，孩
子们跑去泉水中戏水情有可原，

况且还有家长陪同，安全问题应
该不大，当然，广场也有广场的
规矩，为了安全，任何措施都是
可以理解的，但是广场保安以这
种恐吓的方式来劝诫孩子，做法
未必能让人接受。

孩子还分不清“水里有电”这
句话的真假，一听说水中有电，大
的小孩可能会赶紧跑出小水池，但
是处于惶恐之中，水底又滑，摔倒
的可能性极大，小一点的孩子不知
所措，干脆一屁股坐水里哭喊，然

而无论怎样，对于小孩子来说这
样的话显然不合适。

保安想劝诫孩子们不去水中
嬉闹，大可不必一声猛喝，对孩
子的劝诫就应该多点爱心和耐
心，讲清楚在泉水中戏水的危险
性或者告知其家长，只有这样心
平气和地对话，双方才可能齐心
协力地把这件事情谈妥做好。

但愿，广场保安的处理方式
能温和些，家长自然更能配合，
共创广场和谐美好的环境。

水里有电！如此吓唬孩子有点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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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传宝

更多精彩评论详见齐鲁晚报报网互动论坛http://bbs . qlwb . com . cn

QQ群：107866225

据《齐鲁晚报》7月10日报道，9
日早，省城80路公交车上一名女乘
客突然晕倒，一名刚毕业的小伙小
赵因为一起参与抢救这位女乘客
而错过了公司面试的机会，企业在
听说小赵的义举后，表示允许他改
日再面试。笔者在为小赵等人救人

于危难的举动感到由衷敬佩的同
时，也为这家企业能做到不让好人
吃亏多给小赵一次机会的做法表
示赞赏。

济南每年都要组织评选出“道
德模范”、“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等
一系列先进典型，并给予他们崇高
的荣誉，但依然有许多默默无闻的
好心人的付出不被人理解，甚至还
有好心人救人却被对方家属告上
了法庭的事情，这不能不让人汗
颜。当然，参与救人的小赵应该算
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一个“通
情达理”的公司。

救人危难、助人为乐可以不怕
吃亏，一个付出热心的人，被人
理解和尊重，甚至还能得到点弥
补性的回报，心理上感觉应该是
热乎乎的，由此产生的辐射效应

是巨大的，所以我们不能让好心人
吃亏。

在省城，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
的好心人，他们都可能没有什么惊
天动地的壮举，他们或许仅仅是帮
助行动不便的人过马路，或许是在
公交车上给老人让个座，该如何给
他们以回报？笔者认为，回报好心
人未必要给予他什么荣誉，每一位
市民不妨从自身做起，哪怕只是一
个赞许的目光，一个会心的微笑，
一个胜利的手势，当这种回报形成
一个好人有好报的良性循环，好人
就会越来越多，这座城市的文明自
然也就提高了！

从每一个人自身做起，不让好
心人吃亏，至少不让好心人心理受
伤害，这也是一种提高城市文明程
度的有效途径。

绿树绿地是“城市之
肺”，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命
脉，是大自然赐给我们的美
好礼物，泉城需要绿色，需要
绿荫，需要低碳，需要环保，
一个健康的城市生活，一个
清新凉爽的城市环境，是所
有市民的期盼。

建议泉城的规划者和建
设者，加大投入，多选择适宜
泉城气候、土壤和人文背景
的树木和花草，进行合理搭
配绿化，让植物和泉城浑然
一体。为泉城的可持续发展
和广大市民的宜居生活尽心
尽力。让泉城绿起来、美起
来，让碧水、蓝天、绿色萦绕
在市民身边，充满泉城的每
一个角落，让泉城成为一个
绿色满城、绿荫环抱的美丽
泉城。 ——— 张洪雷

不能等到需要绿荫的时
候，才想起大树的命运。

一棵大树承载的不仅仅
是城市的历史，同时也蕴含
着市民的精神风貌。有关部
门在今后的道路拓宽和植被
规划中，可以学习一些城市
的绿化经验，比如青岛的“三
分草七分树”比例等。城市绿
荫是一道特殊的风景，它是
城市隐形的脉络，维护起来
除了需要科学的方法和技术
外，不要忘记带着一颗爱树
如爱人的心。 ——— 钟倩

道路扩建是城市发展的
需要，市民对绿荫的追求也

是对城市生态的要求。城市
的任何一条路都不仅是用来
供车辆行驶、市民行走的，它
还承载着一条街、街旁的商
铺、附近的社区，是市民活动
的场所。市民需要快捷顺畅
的交通，但同时还需要绿色。

一条宽阔顺畅的道路有
浓郁的树荫遮挡，不仅可以
驱走烈日的炎热，给人的视
觉效果也很好，使人心情舒
畅。同时会映衬着城市环境
更加整洁美观，可以大大提
升城市的形象。

——— 陶玉山

钢筋混凝土的高楼大
厦、宽敞平坦的柏油路，成了
衡量一个城市发展的标志。在
追求发展的同时，忽略了花草
树木的生长规律，忽视了绿色
的存在，这就给我们的生活环
境带来了不和谐因素。

保护绿色，呵护绿色，增
加一些绿荫，也就是在保护
我们的生态环境。希望有关
部门能够加大管理力度，科
学、合理地养护好绿化树木，
为我们的城市撑起一把把
“绿伞”。 ——— 杨岩刚

从笔者居住的祝甸社
区，一直到洪楼广场，一路上
几乎看不到几棵大树。年年
栽树，为啥还缺绿荫？种了
树，就要保证它的成活率。园
林绿化部门要加强对树木的
养护，还城市一片绿荫。

——— 李玉美

本报近日关于城市绿荫的连续报道引起市民强烈共鸣，
剪子巷群友纷纷对此发表看法，对城市添绿提出自己的观点
和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