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层林尽染秋意浓，叠
翠流金已入冬”，又到一年
橙黄橘绿的多彩时节，色彩
斑斓的叶子如同打翻的调
色板为通城染上缤纷色
彩。为什么秋冬交替时节，
树叶颜色如此美丽动人？
南通又有哪些地方能一睹
美景？记者采访了市园林
绿化部门为广大读者答疑
解惑。

（11月21日本报3版）

四季轮回，落叶交替，这
是自然规律，也是大自然的

“馈赠”。简单地把落叶清扫

当然省事，但却把“落叶之
美”也扫掉了。把落叶打造
成景观，不能一刀切，也不能
为了保留而保留，而应根据
城市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
对待这件事情。

实际上，从城市景观层
面看，打造城市落叶景观，绝
非保留落叶这样简单。它需
要从城市规划高度上长远谋
划，在城市绿化上科学设置
树种，精心设计“落叶景观”的
布局，才能使落叶真正成为
城市的美丽景观。比如，市
中心区域就不适宜保留落
叶，落叶景观应选择在城市

的慢行区域，或者城市公园
等地，要连成片、形成林，而非
残缺不全地东一块、西一块。

将城市落叶由垃圾转变
成“落叶景观”，不是一道简
单的保留题，其中涉及城市
规划、管理、绿化等诸多方
面。故而，集思广益探讨这
一话题，不能停留在简单的
保留与否层面，而应更加深
入地剖析城市规划、管理、绿
化等方面的不足或是短板，
将落叶景观纳入城市旅游的
战略高度，进行长远谋划，科
学布局，让落叶景观成为城
市美景乃至旅游的新亮点。

让落叶景观成为城市旅游新亮点
□孙维国

日前，在2022年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关务技能赛上，江苏商贸职
业学院三名女生组成的竞
赛团队经过激烈角逐，荣获
团体一等奖。这也是该校
继2012年首获国赛一等奖
以来，再次获得该项荣誉。

（11月19日本报4版）

无独有偶，本报近日《职
业院校飞出一只只金凤凰》
的报道，讲述了3名在全国
技能大赛获奖的职校生凭着
赛事的磨炼及成绩，获得深
造机会和满意工作，成就事
业梦想的故事。这两则新闻
告诉我们同样一个道理：只
要锚定正确方向，踏实努力，
练好本领，职校生依然前景
光明、大有可为。

职业教育是培养多样化
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

业创业的重要途径，对于国
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实施
科教兴国战略，不仅需要一
流的管理人才和研究人才，
也需要一流的能工巧匠。但
受传统的“重学历轻技能”观
念影响，许多人对职业教育
依然存在偏见，总认为它低
人一等，职校生没有前途。
其实，“三百六十行，行行出
状元”，许多成功事例证明掌
握“一技之长”的职校生同样
能创造精彩人生。

升学深造机会增多，技
术工人备受青睐，就业前景
十分广阔……近年来，国家
高度重视职业教育，深入推
进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让
职校生的“一技之长”越来越
吃香。特别是，去年10月印
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从国
家层面擘画了加快建设技能

型社会的发展蓝图；今年5
月施行的新《职业教育法》，
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
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在国
家政策顶层设计加持下，职
校生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

商贸职业学院的3名女
生靠艰辛与努力“练”成了金
奖；就读职业中专的3名男
生通过刻苦与勤勉获得了升
学深造的机会。他们的成功
源于对职业教育的热爱与执
着，也是对精益求精工匠精
神的最好诠释。在未来的成
长道路上，广大职校生应以
榜样为力量，学好真本领、掌
握硬实力，努力成为一只只
展翅高飞的金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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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好真本领
职校生同样大有可为

□孙耀

防疫期间聚赌被辞的警示
□周志宏

观点
1+1

食品安全保障是一项系统
的社会工程，社会共治是保障食
品安全重要的一环，而且是无可
替代的一环。消费者做了“吹哨
人”，食品监管就要立刻落实责
任，惩处要到位，切不能让消费
者“拿不动”维权的武器。当店
家的违法成本增加，消费者维权
自然有所保障，让消费者“求告
有门”，维权有底气，才能把餐饮
这块“奶酪”做大做强。

——红网：《投诉商家反被
威胁，到底是谁动了谁的奶
酪？》

医美本质是医疗，不是美
容。期待有关部门在将家用美
容仪纳入“械字号”管理的同时，
尽快出台针对性的法规标准，让
企业生产、消费者购买、市场监
管有法可依。相关部门要形成
合力，依法整治产品质量安全、
虚假宣传等问题，相应的功效鉴
定也须到位。对有关企业来说，
与其被动迎来行业洗牌，不如主
动把精力放在提高产品安全性、
功效性上，让家用美容仪生产与
营销走向规范化，这样才能让消
费者放心购买，维护行业健康有
序发展。

——东方网：《美容仪变
“毁容仪”？监管须给力》

@井陉人 低糖电饭煲是
通过将单层金属内胆改为带漏
孔隔层的双层锅胆方式，过滤掉
米汤，的确能减少米饭中的还原
糖，增强饱腹感。但，这并不等同
于食用“低糖”米饭就能直接降
低人体血糖含量。所谓的零糖食
物还有碳水化合物呢，更何况低
糖？千万要清楚“降糖”不等于

“降血糖”，莫要被商家误导了。

@孙建国 为了促进产品销
售，各种各样借健康之名的营销
噱头开始盛行，低糖电饭煲也同
样不能例外。只是降低了部分碳
水化合物，却误导人们以为可以
降低血糖，这不是诚信科学真实
的宣传。消费者一定要搞清楚，千
万别被“低血糖”概念忽悠了。

本期话题下期继续

在疫情防控期间，员工
违反公司规定参与聚众赌
博，被辞退后又起诉追索
10万多元的赔偿金。用人
单位辞退该员工的行为到
底违不违法？记者昨天从
启东法院了解到，该院经审
理判决驳回了该员工的诉
讼请求。

（11月22日本报9版）

现实中，像马某一样，无
视防疫规定，从事违规违纪
甚至违法活动的人多地都
有，都没能逃脱法律的惩
处。马某的所作所为，不仅
严重违反了用人单位的规章
制度、工作秩序，甚至可能威

胁到社会公共利益，甲公司
解除与马某的劳动关系，符
合法律规定，无须支付赔偿
金。由此可见，马某的如意
算盘打错了。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
然严峻、不容松懈。疫情防
控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遵
守疫情防控各项规定是公民
应尽的法律义务。然而，马
某非但没有严格遵守当地的
防疫规定，竟然还伙同他人
在出租房屋内参加聚众赌
博，被公安机关抓获并依法
处理是逃不过的事，被辞退
也是在法理之中的。

这起案件的判定，对有
关各方是一次严重警示。作

为用人单位，不仅要严格遵
循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开展生
产经营，还必须根据防疫要
求对单位员工进行严格管
理；作为劳动者，应当增强法
治观念和防疫意识，自觉遵
守所在地政府的疫情防控政
策和所在单位疫情防控的管
理措施，不能任性或侥幸，更
不能“顶风作案”。这不只是
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
生命健康负责，是服从防疫
大局、为夺取防疫全胜作贡
献。反之，如劳动者在工作
期间故意违反疫情防控规
定，则必须自行承担相应的
不利后果，马某便是一面鲜
活的“教材”。

村规民约

近日，崇川区永兴街道永
兴社区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
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将移风
易俗写进村规民约，并通过党
建品牌“聆听月台”、电子屏、
宣传栏、会议、发放宣传册等
多种载体和形式，对村规民约
进行大力宣传。

（11月22日本报7版）

与时俱进因地制宜
□张忠德

村规民约的生命力在于
可执行，在于落地见效。就此
而言，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应坚
持因地制宜，与时俱进。

据报道，一些地方在修订
完善村规民约时，全面推行乡
村治理积分管理制度，让积分
制管理有效成为村规民约的
衡量标尺，这值得借鉴。一些
地方对于违反村规民约的村
民，运用社会工作的理念，用
红白喜事理事会、名望高的乡
贤柔性指导、制止、感化等方
式，形成执行村规民约的正能
量，这也值得肯定和学习。

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乡
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我们相
信，通过推动村规民约建立健
全、落地见效，将进一步提高
基层组织治理水平和村干部
治理能力，提升村民参与事务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保证
乡村治理有章可循，乡村振兴
有序推进，让乡村社会充满活
力、和谐有序，乡风民风更美。

需不断更新和改良
□郝冬梅

村规民约是基层治理手
段。它既有民间智慧，也有现
实考量。但是，也需要关注的
是，要想让村规民约从“苦药”
变成“良药”，就需要不断更新
和改良，依据社会发展程度、
经济发展现实、法治理念提
升，去其糟粕留其精华。

不少村规民约其实是存
在问题的，被称为“奇葩村规
民约”。如四川绵阳某地的村
规民约规定：再婚人员给孩子
上户口，必须缴纳 1 万元公益
金；石家庄市赵县大安六村的
村规民约规定：彩礼超两万元
按贩卖妇女或诈骗罪论处。

村规民约不能总是“陈旧
面孔”，也需要“崭新容颜”。
相关部门不妨对村规民约进
行逐一梳理清理：对违反新的
法律法规的、与时代法治相抵
触的，就要清理；而有些村规
民约虽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
但是由于其制定的时间太长，
已经与社会现实脱节了，也需
要依据新时代的发展属性，进
行修订和完善。

低糖电饭煲引热议

宣称具有“降糖”“减糖”作
用的低糖电饭煲真的有用吗？
镇江市消费者协会近日体验调
查了4款低糖电饭煲。经实测，
低糖米饭和普通米饭进入人体
后，形成的血糖差异并不大，被
人体吸收后转化成了几乎同样
多的血糖。对此，你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