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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植树节，留下一片绿

话话题题

植树节前后，全民动
员植下片片新绿，成绩确
实鼓舞人心。但植树决不
能只在这几天才被想起，
植树节过后，我们应该做
的还有很多。一年一度的
植树节到了。但是每年的
植树节，总不免要引出大
家一些话来。

根据交通部门提供
的数据，2 0 1 4年春运期
间，烟台境内火车站累计
发送旅客数量抵不上烟
台汽车总站一个车站发
送的旅客数量。而2015年
春运，随着动车进入烟
台，铁路累计客运量大大
超过烟台汽车总站发送
的旅客数量。怎么看待铁
路、汽车发送量此消彼长
的变化，以及烟台客运有
哪些进步或者还有什么
不足？请你来说说。

保护树木是植树节真谛之所在
下期话题

今日

两会期间，教育部透露今年6

项鼓励性全国加分政策将全部取
消，地方性加分政策也将减少63%。
这是好消息，所以好，不是因为其
改革，也不是因为其发展，而是因
为其回归。本来的高考就没有这
些，后来以改革之名不断花样翻
新。当人们终于认识到别再傻下
去，于是回归。当下回归也算进步！

——— 王旭明(语文出版社社长)

长期以来，文艺领域存在一
些不良风气，比如弄虚作假，搞展
览的时候请一堆领导人，拉大架
势。文艺协会最重要的是它的专
业性，它应该是这一领域最专业
的学术场所，培养专业人才的地
方，学术交流、提高专业水平和专
业修养是它最重要的职责。官员
进入文艺协会，对协会的职责没
有任何意义，反倒会把官场的一
些习气带进来。

——— 冯骥才(作家)

名嘴说事

鲁晓东

一年一度的植树节让人感到
了春天的气息，尤其是当亲手种
下的树苗在春风里摇曳，更是给
人们带来了无限的期望和美好的
向往。随着人们对环境的愈加重
视，用植树来净化空气、美化环境
成了共识。植树节普及了人们植
树的概念，而植树节更大的意义
是让更多的人都爱上植树，爱上
自觉地绿化和美化环境。

植树可以不必拘泥于植树
节。任何适宜植树的时间、地点均
可以植树。植树可以更加个性化，

各种节日、纪念日都可以成为植
树的时间。生日树、结婚树、节日
树等等，都可以给所植之树赋予
非凡的含义，让这些节日更加具
有标志性，也更富有意义。植树的
地点可以选择相关部门统一规划
之处，也可以选择适宜种植、符合
规定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地点。

植树让更多的人养成爱护
树木的好习惯。亲手种植的树木
总是寄托着自己的期望，希望它
健康成长、枝繁叶茂。所以就要
对其爱护有加，要采取适当的病
虫防治、修剪浇灌，如同呵护自
己的心爱之物一样。亲身体会树

木长大的不易，应该会推己及
人，进而爱护周围环境的花草树
木，自觉维护所处环境的整洁美
观。假如更多的人能加入爱护环
境的队伍中来，那么这将会是植
树节给我们的最好启示。

植树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
多彩。树木与我们的历史文化源远
流长，从远古神话的燧人氏钻木取
火、女娲造人时手里的那根藤蔓到
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的美妙诗句，数不清的美文美句、
传说掌故都与树紧密相连，最初刻
与木之上的活字印刷让我们五千
年的文明得以传承。人类几千年的

文明历史与树木紧密相连，树木激
发了人们的无限思想，树木也承载
了我们的历史文明。今天，树木也
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通过树木
认识自然是给孩子们上的第一堂
自然课；认识树木、了解树木是开
阔孩子视野的一条途径；了解树木
的种植与养护，是培养孩子们动手
能力的好方法；而保护树木、合理
开发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和思考
的问题。

爱上植树吧，让我们每一个
人亲手种下一棵属于自己的树，
为环境之美、为空气之净、也为
心灵之充盈。

徐君豪

植树节植树，这一口号如今
已深入人心，童叟皆知。每年植树
节，一些地区、单位、团体便会组
织义务植树活动。然而有一个问
题我一直心有疑虑：树可以一植
了事吗？每年热热闹闹的植树活
动之后，谁来为树的生命负责？

一棵树从萌芽开始，长成苍
天大树，如同孩童的成长，都是有
生命的活动。因此，从植树伊始便
呵护它、关心它，让它不至于因无
人管理而枯萎、死亡。让植树不再
是一个年复一年走过场的秀，便
也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了。想起去
年夏天在市区街道上看到成行成

行的银杏树因病虫害或其他原因
枯黄，有的甚至只剩下干瘪的树
干，如同无助的孩子，让人心生怜
悯。由此想到，那些我们在植树节
当天栽种在山岭中的树苗，是不
是从此便任其自生自灭？

关于植树，又想起某次到盛
产银杏树的临沂兰陵县出差，当
地的同事讲述这样一件事：某地
领导颇喜欢银杏树，要到辖区一
县视察工作，该县连夜派人到兰
陵购买银杏树，只问苗木数量够
不够，规格符不符合要求，不问价
格是多少，也不管长途跋涉运送
去后成活率有多少。这是典型的

“楚王好细腰”。去年9月，有媒体
也报道了南京市在青奥会召开前

反季节突击栽种的苗木大量枯死
的消息，让人扼腕叹息。这又是典
型的形象面子工程。我想，植树就
是一种简单的绿化工作，不要赋
予它任何的色彩，类似于上述这
些“政治树”不植也罢。

十年树木，可见养一棵树之
难。因此，最痛心的莫过于砍伐
大龄树木。想起毕淑敏在《离太
阳最近的树》一文中有这样一段
文字：“今年可以看到去年被掘
走红柳的沙丘，好像眼球摘除术
的伤员，依然大睁着空洞的眼
睑，怒向苍穹。”每每读来，心底
都会有难以名状的触痛，每一个
字都会狠狠地戳痛神经。近些
年，在城市化进程和旧城改造工

程中，总会看到对树木没有及时
保护，随意砍伐的现象，那些白
生生的树桩子不也在“怒向苍
穹”吗？又想起某地几百亩海防
林遭受严重破坏，成为建设用地
的新闻报道——— 海防林，那可是
我们抵御台风的生命屏障啊！俗
话说，风沙住，靠植树。然而有的
防沙林也在因短视而被金钱和
现实利益出卖，于是沙尘暴漫天
飞扬。植树是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的好事，然而毁树，却是愧对
子孙后代的不可饶恕的罪行。

植树节每年都过，但是树的
生命却只有一次。严肃对待植树
节，认真对待每一棵树，这是人
类应有的本分。

背背诵诵《《弟弟子子规规》》，，您您怎怎么么看看？？ @blueword：《弟子规》还是不
错 的 ，可 以 对 孩 子 进 行 传 统 教
育，是否背诵，这是学校的教育
方式。

@duyan1129：我觉得一个好的
家长是要兼容并蓄，给孩子看到最
客观的社会和文化。不要把成人的
理论和是非曲直强加给孩子，这样
才是对孩子的好。

@花园栽跟头：能认识到并领
着孩子一起学习《弟子规》的家长，
都是有人生智慧或者慧根深厚的好
家长。

@国辉装饰：支持孩子们背诵
《弟子规》，现在的孩子接触到的东
西太多，唯独缺少这种道德教育的
古典国学。

@离鸾别凤：任何东西都是两
面性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不爱红装：学《弟子规》其实
挺好的，从小教育孩子懂得礼义廉
耻。

来源：烟台论坛

让植树成为更多人的好习惯

漫画：史晓杰

我来抛砖

@马丫丫：学校要求小学一年级的孩子
背诵《弟子规》，遭到很多家长的反对，对于

《弟子规》，您有什么想说的？

亲憎我 孝方贤

后面是什么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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