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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 1 9 7 9年规定
每年的3月12日为植树节
以来，年年3月一到，到处
掀起声势浩荡地“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的植树造
林活动。每次植树，总会
有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组
织一批人到公路旁抑或
是 秃 山 上 植 树 。彩 旗 飘
飘，热火朝天，干劲冲天。
浏览报纸或收听电台里
得知今年又植树多少棵，
覆盖多少面积山林。只见
年年增长，不见其降。那
么30多年植树节过去了，
现在综合叠加计算一下，
应该说植树的覆盖面积肯
定会是个不小的数目。

然而，笔者走进不少
村子、山岗，不见可观的
树林。于是询问了部分村
民。村里年年植树造林，
林子究竟在哪？村民告知
笔者，植树后无人管理，
成活率低，几乎年年植树
年年死。即使部分不死，
今年在这里植树，明年在
那里植树，后年在另一方
植 树 ，大 后 年 又 另 择 一
地，大大后年又该砍伐第
一年栽植已经长成的成
年树。砍伐——— 植树———
成年——— 砍伐……以此
类推循环。这就造成了年
年植树少见树，年年造林
不见林的现象。

一些官员总是把个
人政绩放在第一位，走形
象工程道路，对植树造林
和环境保护，认为那只是
口头上的说一说，做做样
子 而 已 。没 有 从 长 远 利
益 、大 局 意 识 上 考 虑 问
题。植树造林，那是前人
栽树后人乘凉的事情，如
若真的等到因环境因素
波及到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才幡然醒悟的再去
植树，恐怕一切皆晚也。

植树造林，贵在持之
以 恒 ，要 数 量 更 要 重 质
量。笔者认为，不能把植
树原则说在嘴上，挂在墙
上。如果我们都能够自觉
地去保护环境，真正关心
植树造林，不去一味的追
求形象工程，那么要比年
年上报植树成千上万棵树
苗更能令人振奋和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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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不该让座不应以年龄来衡量
葛 杨亚军

提到让座，大家会立马想到
“老弱病残孕”这些群体。毕竟，
他们情况特殊，给予适当照顾自
然可以理解，也符合社会道义。
也因此，大家才会形成遇上弱势
群体自觉让座的习惯思维。

中国是一个讲究传统美德
的国度，每一个公民在让座之
类的小事上应表现出足够的胸
襟，年轻人作为社会责任的主
要承担者更应作出表率。时下，
尽管外界普遍质疑年轻人道德

滑坡，不可否认的是年轻人勇
救他人的义举却频见报端。年
轻 人 用 行 动 打 消 了 社 会 的 疑
虑，维护了自身的形象。

让座虽是小事一桩，然而因
“让座”引发的打斗却时有上演。
可怕的是，一听闻这样的消息，
大家自会一边倒地责怪年轻人
素质低下。事实上，这样的评价
是对年轻人的不公。在很多老年
人的思想中，将“让座”看成了年
轻人无条件执行的规定。一旦遇

上年轻人不主动让座，就会被贴
上道德败坏、没有公德的标签，
甚至还破口大骂，拳脚相加。

对于年轻人不让座，我们
应该理性看待、区别对待，不能
机械地加以评价。事实上，不排
除有少数年轻人素质不高，对
于“ 老 弱 病 残 孕 ”群 体 视 而 不
见。但这毕竟不代表全部，有一
些人可能确有“难言之隐”。譬
如，身体不适、身心劳累等等。
不问青红皂白，就对他们妄加

指责，实在是一种不公。
年轻人工作压力大、很辛

苦，郑州 2 0 多位老人主动倡议
给“年轻人让座”，充分表达了
老 人 们 对 年 轻 人 的 体 谅 和 关
爱。也是对全社会提了个醒，让
座也要讲究“双向体谅”。只要
多一些这样的“换位体谅”，“让
座”纠纷绝对不会出现。从这个
角度来看，老年人给年轻人让
座并无不可，却是社会和谐、文
明进步的标志。

本期话题：最近，两则关于“公交让座”的新闻引起了社会各界热议。一则是在公交车

上，一年轻女孩没让座，遭到一名老人揪头发殴打。而另一则新闻是，一群老人则举牌号召

为年轻人让座。您觉得公交车座位更应让给谁？

植树造林

别搞形象工程
葛 侯敬方

对 于 存 在 污 染 隐 患 的 1 5

个项目拒绝审批，强化执法监
管 ，铁 腕 打 击 环 境 违 法 行 为 ，
坚持“河流步巡”和“四个办法”
制度，推行“超标即处罚”，对环
境问题“零容忍”，确保工业企
业达标排放，开展河域环境综
合整治，实施截污分流、污水入
网，及时封堵污水直排口，从根
本上改善河流水质，对河道及
沿 线 的 畜 牧 养 殖 点 进 行 清 理
取 缔 ，并 建 立 长 效 管 理 机 制 ，
避免反复。(《齐鲁晚报》3月 1 5

日报道 )

从上述整改措施当中不难
看出，枣庄市正在下大气力保

护和修复好大家赖以生存的家
园环境，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曾几何时，很多地方盲目
追求单纯利益、“快速发展”和
所谓的区域经济，搞得往往是
不 惜 一 切 代 价 的 开 发 与 引 进
方 式 ，甚 至 是 破 坏 性 的 、不 顾
后 果 的 野 蛮 上 马 。因 而 ，在 一
线城市中“撤退”的污染企业，
就跑到其他城市里“躲藏”；当
在其他城市无法存活时，这些
污染企业，尤其是那些高污染
企 业 ，又 明 修 栈 道 暗 渡 陈 仓 ，
纷纷向薄弱环节“抛出绣球”。
他们依仗财大气粗，靠金钱铺
路，不是“舍近求远”，“上山下

乡”，就是“曲线救国”，专门到
偏 远 地 区“ 打 游 击 ”，结 果 ，曾
经鸟语花香，民风淳朴的原生
态 古 村 落 遭 到 毁 坏 。于 是 ，山
秃了，水臭了，田荒了，草木枯
了，小动物也不见了。

枣 庄 市 出 台 的 这 项 严 厉
措 施 ，在 源 头 上 ，即 审 批 环 节
堵 住 了 污 染 源 。也 就 是 说 ，谁
再 想 要 利 用“ 重 点 保 护 单 位 ”
的牌子重打鼓另开张，或者凭
借规避法律来赚取不义之财，
肯定没有出路。而国家明令禁
止的污染企业、生产不达标企
业失去了地方政府这个“金字
招 牌 ”的 保 护 伞 ，很 快 就 会 偃

旗息鼓。这是法律与制度的力
量，更是“零容忍”所带来的可
喜变化。

生 态 环 境 是 城 市 环 境 的
重要内容，也是影响百姓生活
品质的重要因素。对环境问题

“ 零 容 忍 ”，其 实 就 是 对 子 孙
后 代 负 责 。而 要 彻 底 改 善 环
境 ，建 设 宜 居 家 园 ，让 人 们 生
活的更健康一些，更有尊严一
些 ，就 必 须 靠“ 零 容 忍 ”来 促
进 。不 搞“ 下 不 为 例 ”，铁 面 执
法 、铁 心 减 排 、铁 腕 治 污 。只
有这样，才能前人栽树后人乘
凉 ，才 能 让 每 一 个 人 安 居 乐
业。

榴下谈

老年人给年轻人让座并无不可
葛 王从清

在公交车上该不该让座，谁该
让座，这是一个道德问题，人们自
有公论。不过，有人形成思维定
势，认为年轻人在公交车上必须
给老人让座，不让座就得受到惩
罚那就错了。其实，公民的道德行
为与法律义务还是有区别的，我
们不能把让座这个道德问题当作
法律义务叫人必须遵守。就像新
闻里说的，那位年轻女孩在公交
车上让不让座是道德自律的行
为，让座是应该的，符合中国的传
统美德，尊老爱幼，不让也无可厚
非，这也不是她应尽的义务。而现

在，老人因为女孩没让座就火冒
三丈大打出手，是大错特错，这种
错误的举措源于年轻人就得给老
人让座这种错误观念的支撑。

其实，在公交车上该不该让
座不应以年龄来衡量，年轻人给
老人孩子让座是一种美德，而老
人举牌号召为年轻人让座也是值
得赞许的。笔者曾多次在公交车
上看到主动让座的年轻人，最令
笔者感动的是，一次，一位老人上
车后，有位中学生立即站起来给
他让了座，过了几站路这个老人
突然站了起来，执意让这位学生

坐，中学生好奇地问老人家，你到
站了吗？老人却有些不好意思地
说，你让我坐了这么长的路，也别
累坏了你自己，你看你还背着这
么个大书包，多沉，我也不远了，
你赶快来坐。如果大家都能像笔
者看到的老人那样关心、理解、体
贴让座人的话，还会出现因让不
让座而大打出手的不文明现象
吗？城市公交文明的维护，更多时
候是依靠所有乘车人共同践行朴
素的道德来实现，而不是就得谁
必须去做的问题。

一辆公交车就是一个小社

会，在乘车时，一旦遇到老弱病
残孕以及抱小孩的乘客，我们应
该主动座位，给他们让座是一种
社会美德，当然，接受者应该对
让座的人表示感谢。如果别人不
让座，我们也没有必要给人以道
德谴责，也许他们很累，或许有
别的原因，确实更需要这个座
位，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理解和
宽容别人，正如大哲学家康德所
说，“头顶上是浩瀚星空，道德律
令在我心中"--道德这个高尚的
东西，是用来要求自己的，而不
是用来指责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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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容忍，环境问题才能改善
葛 孙世华

3月18日下午，笔者逛完八大
市场，走出东门，来到市场广场
时，正值刮起大风，地面上那些红
的绿的彩色的广告纸被风刮起
来，漫天飞舞到处飘，实在有失雅
观。据八大门口环卫工人师傅讲，
每天八大门口的地面垃圾，绝大
部分是散发的广告纸，节假日星
期天更多。散发广告者，面带笑
容，辛苦地把广告送到行人手上，

相当多的人并不去看，有的接着
随手就扔了，这样的情景，在大街
小巷随处可见。

星期六，光明广场举办车展，
笔者也去凑个热闹，中午时分，来
到广场北面灯柱下，见有一中年
妇女，手里抱着一大堆各种各样
的广告纸，我问：“请问你怎么有
那 么 多 的 广 告 纸 ？”她 笑 着 说 ：

“有的是车展工作人员送的，也有

是我从地上拾的，丢了浪费，又污
染环境，攒起来还可以卖废纸。”
一句话说的笔者心里十分感慨。

商业广告是企业向世人推介
产品的重要手段。常用的广告载
体有电视、报纸、街头广告牌、灯
箱、大屏幕LED电视墙、车体广
告、车载电视等，印发广告纸也是
一种方式，企业印好广告纸派专
人送给行人、压在车玻璃上，放到

车筐里、塞在门缝里，到处散发。
其实有多少人去认真看呢？目前
不少广告纸制作精良、档次也很
高、这样是否是浪费资源呢？笔者
曾专门访问过一位房地产开发商
老总，据他讲，宣传广告纸印刷的
成本是贵些，散发的也比较多，虽
然看到广告纸后认真过目的人也
不太多，但如果发出100份，有几
个看到动心后就会做几笔生意，

也就值了，何况散发广告也是一
种行当，也是一种就业途径，对社
会效益也有一定好处。这位企业
老总讲得也有一些道理。但现在
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引导发广告纸
者去有的放矢的送出去，既能节
省企业的开支，也能起到宣传的
效果，对环境卫生不会造成多大
影响，这种方法需要我们认真思
考。

扎有话枣说

散发的广告纸，转手成垃圾？
葛 戴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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