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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友，请带上安全再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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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话说

期待3·15不再如此受关注

一家之言

植树更需养树
徐君豪(莱山区)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可见树木
与树人，都非一朝一夕的容易事。眼
下又是植树季节，很多人或由单位
组织或个人自愿，纷纷拿起工具，扛
起树苗，参加到植树大军中去。媒体
这时候也是及时跟进，相关报道连
篇累牍。可是，热闹的植树现象背
后，有多少人关注过，那些年我们种
下去的树苗，现在在哪里？我们这几
十年来植的树，现在都怎么样？

先看看这些年我们植树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吧。我觉得至少有这样三
个问题。一是去哪植，很多人对此比
较迷茫，如果没有单位组织，普通市
民很难知晓，漫山遍野，到底在哪里
可以植树。二是怎么植，比如树坑需
要挖多大，多深？各类树苗适合什么
土壤，环境？需要浇多少水？三是谁来
管，植树时熙熙攘攘，人潮涌动，植树
后无人问津，任其生长或死亡。

养树与植树，虽一字之差，却有
根本的不同。养树跨越的时间更长，
耗费的精力更大，更要费一番工夫。
首先要合理规划，有关部门要有一
个明确的规划方案，并通过一定方
式公之于众，使市民了解相关信息，
解决去哪植的问题。其次要科学指
导，应该将植树的基本知识进家庭、
进学校、进机关企业，解决怎么植的
问题。再次，还要全程关注，起码要
经常浇水、施药、扶植，解决成活率
的问题。如此，才是养树。

除此之外，树还可以认养。以
一棵树或是一片林为对象，个人或
是单位予以认养。认养就是要关心
它们，爱护它们，大旱则灌溉，逢涝
则排水，病虫则施药，杂生则修剪。
这样，才可以更好地保护树木，达
到“养”的目的。

赵传勇(福山区)

看罢《驴友神出鬼没让护
林工最头疼》的报道，我一方面
为护林工的辛苦敬业称道，也
为部分驴友的不自觉所造成的
安全隐患有些许隐忧。

每位驴友都爱出游，更爱
去风景秀丽的地方，这些地方
成就了驴友的好奇之旅，探险

之游，也让更多的人趋之若鹜，
就比如昆嵛山，展现在驴友面
前的是风景怡人的原生态景
区，但它的背后却是护林工人
的巨大付出。自己的劳动成果
要珍惜，别人的劳动果实也要
珍惜。野外适合好奇的驴友，空
旷风大，更是火灾的易发地，一
旦火起，极难扑灭，为了美丽的
景色能与世长存，也为了自身
的安全，请把自觉把身上的火
源拒之林外吧！

每个行业有每一行业的职
业修养，爱出游的驴友也不例

外。做个有职业修养的驴友，在
欣赏景色，满足好奇之心的同
时，也能更好的保护自己的人
身安全。哪些地方可以去？那些
地方不能去？哪些地方禁止携
带何种物品？都要一清二楚，更
要以身践行。昆嵛山严禁携带
火源，尤其核心区域，但部分驴
友却一意孤行，把护林工的劝
慰当成耳旁风，有的还偷偷携
带野炊工具，更增加了火灾的
发生频率，让护林工不得不尾
随身后，随时处理突发状况。

许多驴友抱怨能去探险的

地方越来越少了，那就更应该
把安全带进每个要去的地方，
不随地乱扔是一种基本修养，
不抽烟乱扔烟头更是必备准
则，野炊工具也不要随意携带，
不乱动景区的一草一木，安安
全全进山，平平安安出山，才是
最重要的。

山林中的景色，山野中的
秀色，大都在偏远的地方，也是
驴友的最爱，因为“好花美丽不
常开，美景怡人不常在”，为了
能留住更多的美丽给后人，请
带着“安全”进入吧！

毛旭松

往年每逢3·15国际消费者
权益日，常常会在文化中心广
场或者西南河体育场搞大型维
权宣传活动，烟台消费者协会
联合市区20多个部门帮助市民
一起维权。而今年不再举行大
型维权宣传活动，改由各县市
自己组织。

又是一年3·15，又是一片
打假声，每年的3·15都是热热
闹闹，平时零星的维权在这一
刻集中爆发。12315成了大家都
熟悉的电话号码，央视3·15晚
会的关注度之高甚至可以与春
晚掰掰手腕，说句玩笑话，3·15

晚会可能是所有企业唯一不想

露脸的晚会了。什么时候3·15

晚会的关注度能够降下来，什
么时候就说明我们企业的产品
质量上去了。

老百姓并不是只在3·15这
天作为消费者，同样，365天如
果只靠3·15这一天来打假，那
赋予3·15的含义又太重了些。
消费者对于3·15的感情是既盼
望又担忧，盼望着这天能够维
权成功扬眉吐气，也担心看到
更多令人触目惊心丧尽天良的
有毒产品。

谁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显然不能只靠一两场维权
活动或者打假晚会来解决。毕
其功于一役并不能解决所有难
题，关键在于各监管部门要严

格履行职责，这种监管可不是
一阵风式的走过场，而是贯穿
在365天每一天里。

那些不良商家不法分子为
什么敢铤而走险，以身试法？还
是说明他们有空子可钻。严格
执法，才能让商家畏法。只有不
良商家意识到违法将面临着巨
大的惩罚，才能够真正保障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

老 百 姓 集 中 在 3·1 5 维
权，还是从侧面说明我们的
监管有存在漏洞的地方。烟
台这次取消大型维权宣传活
动，改为各个县市细化解决，
大概也是出于能够更加实际
方便地帮助消费者解决难题
的目的。

发生环境纠纷，多少人想
打官司？只有1%。找政府，仍
是绝大多数人的首选。这不能
全怪公众不善用法，主要原因
还是行政干预太多，影响了环
境司法的独立性。即使法院不
受干扰，环境案件也确实存在
举证难，审理难等问题。正如
专家所说，当公众提起的环境
诉讼90%败诉时，谁还想去打
官司？

——— 杨明森(媒体人)

友情提醒：又到3·15了，
有些地雷又要引爆了，每年易
爆行业中好像都少不了食品
行业，谁让它关乎民生呢?所
以近段时间手中有食品等股
票的我觉得还是要提高警惕。
此外，还有像药品等一切和老
百姓生活相关的行业都得当
心加小心。

——— 张学林(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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