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濠南
夜话

时评 09

2023年6月7日 星期三 编辑：孟祥华 组版：白云 校对：刘烽娟

声音
观点
1+1

微
话题

【本期话题】

【议论纷纷】

用绿色生态
来定义美好生活

□徐剑锋

昨天，市政府新闻办召
开2023年六五环境日新闻
发布会，发布《南通市生态
环 境 状 况 公 报（2022
年）》。公报显示，2022年，
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
得明显成效，PM2.5平均浓
度及改善幅度、省考以上断
面优Ⅲ比例等指标均位列
全省第一。

（6月6日本报3版）

绿色生态是美好生活
的底色。透过这份环境状
况公报，一组组数据、一项
项排名充分印证了南通生
态环境建设取得的阶段性
成效。

用绿色生态定义美好
生活，是政治任务，更是民
生需求。于南通而言，这几
年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靠

的是敢啃硬骨头的拼劲、敢
涉险滩的闯劲。实践证明，
生态治理抓与不抓不一样，
主动抓与被动抓不一样，抓
得实与抓得虚不一样，只有
拿出硬担当、用足硬功夫，
精准施策，久久为功，才能
打赢这场硬仗苦仗翻身仗。

南通生态环境治理的一
条宝贵经验，就是始终坚持
全市域统筹推进。要牢固树
立“一盘棋”思想，全域一体
谋划，深化绿色协作，进一步
联防联控、群防群控，既立足
当前靶向发力治理污染，又
着眼长远制度给力常态管
控，奋力写好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的“南通篇章”。

用绿色生态定义美好生
活，既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
一份责任，每个南通人都责
无旁贷。面对污染现象要敢

管敢打，面对减污降碳要自
觉践行，从身边小事做起，从
点滴细节入手，共同构筑起
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得实
惠的绿色幸福空间。

“要坚持精准治污、科学
治污、依法治污，保持力度、
延伸深度、拓宽广度，持续打
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的话
语，指引着美丽南通建设不
断向纵深推进。只要我们最
广泛地凝聚起绿色发展合
力，更精准地推进好治污降
碳工作，就能更好满足人民
群众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更高
期待，持续擦亮南通高质量
发展的生态底色。

记者日前获悉，启东
市雅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因为未及时将人工费足
额拨付至农民工工资专用
账户，启东市城管局对雅
宏房产处以罚款93000元
的行政处罚，并责令其限
期改正。

（6月4日本报4版）

分析既往典型案例，我
们不难发现，农民工欠薪问
题的根源，既在于一些雇主
无良、无赖，劳资双方权力
地位不对等，也在于社会信
用机制缺失、执法力度不
够、劳动者维权渠道不畅通
等 问 题 没 有 得 到 有 效 解

决。同时，农民工还缺少一
个“强势维权后盾”。

各级职能部门要成为
劳 动 者 的“ 强 势 维 权 代
表”。一方面，要盯住工资
拖欠的“重灾区”，对制造、
建筑、餐饮等农民工相对集
中的行业，制定有针对性的
工资支付办法，规范工资支
付行为；另一方面，要把治
理欠薪的关口前移，落实工
资保证金制度，加大执法和
惩处力度，不断强化“不敢
欠”的震慑效应。

进一步看，根治欠薪需
要不断创新治理手段，建立
覆盖事前、事中、事后的全
过程监管闭环，推动欠薪治

理从清欠向防欠转变。比
如，新疆大力推进农民工
工资支付监控预警平台建
设，自去年5月上线启用以
来，累计将 4754 个工程项
目、40.57 万农民工纳入平
台监控，实现了对农民工
工资发放的全流程线上监
管、动态监控、实时预警，效
果非常好。

总之，治理欠薪顽疾，
必须多些硬核举措，在制度
上安排更多保障方式，在救
济上提供更多有效渠道，在
监管上加大保护力度，在问
责上提高违法成本，用“有
形之手”为农民工的劳动权
益保驾护航。

治理欠薪，“有形之手”要多担当
□鹰远

护眼贴不仅能贴眼睛，
还能治疗百病。记者6月5
日了解到，在全国爱眼日来
临之际，崇川区市场监管局
和平桥分局查处了一起针
对老年人的护眼“神贴”虚
假宣传案件，某经营场所内
一场针对老年人的会销被
叫停。

（6月6日本报7版）

现实生活中，类似的
所谓“专家讲座”并不少
见。表面上看，是讲授科
学、健康、保健、理财等知
识，但本质上却是挖下的
陷阱，就等着“听课的人”
落入陷阱里，成为他们“口
中的肥肉”。

如何治理忽悠人的“专
家讲座”？笔者以为应该从
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治理：

其 一 ，管 理“ 租 赁 场
地”。场地的租赁者，很多
情况下并不是无辜的。有
的场地租赁者提供场地的
时候，明明知道来路不明，
明明知道疑点重重，明明知
道就是骗子，还是为了获取
一点租赁费而将场地租赁
给骗子。这不就是助纣为
虐吗？因此，在出现骗局的
时候，场地租赁者需要承担
责任。

其 二 ，处 罚“ 虚 假 专
家”。口若悬河的“专家”，
一般都是骗局的制造者聘
请的“专家演员”。有的“专

家演员”处处“演出走穴”，
专门帮助骗子坑蒙拐骗，换
取自己的利益。对于这些
所谓的“老专家们”，需要提
高打击的标准，不能让他们
成为“老戏骨”。

其 三 ，规 范“ 专 家 讲
座”。对于“专家讲座”应该
实施申请准入门槛，而不是
谁想讲谁就讲，谁想办谁就
办。监管部门不妨实施讲
座审批，要将讲座的地点、
范围、内容以及专家进行备
案管理。一旦出了事情也
能第一时间解决问题，维护
消费者的权益。

别让忽悠人的“专家讲
座”成了“老戏骨”，信口开
河的“专家讲座”该闭嘴了！

对忽悠人的“专家讲座”需专项治理
□郭元鹏

整治“蜘蛛网”

“原来这里的缆线横七竖
八、歪歪扭扭，十分难看，现在
经过整治，清爽多了。”昨天上
午，记者走进位于崇川区长航
地中海花园小区的 1号楼楼
道，只见一根根蓝的、黑的、白
的缆线统一捆扎在一起，横平
竖直地固定在墙面上，居民提
及此，都纷纷竖起大拇指。

（6月6日本报5版）

职能部门要牵头抓
□刘曦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空中缆线“蜘蛛网”的形成，既
有历史遗留影响，也有各种现
实因素相互交织。

笔者以为，整治空中“蜘蛛
网”，政府职能部门要牵头抓
总。应出台相关实施细则，让
立杆架线有章可循，并组织电
力、广电、运营商等加强沟通协
调，抓紧制定针对空中缆线“蜘
蛛网”问题的解决方案，进一步
明确工作职责、实施办法和资
金来源。城市管理局要及时监
督，制定明确细致的管理办法，
特别是老旧小区新安装线路，
要及时关注、重点监管，确保按
照规矩、规则走线。同时强调
罚则，发现新出现的“蜘蛛网”，
要加大处罚力度，让单位和个
人不敢犯、不想犯、不能犯。

此外，基层党委政府还应
加强宣传教育，遏制群众私搭
乱拉现象。应建立常态化管
理机制，强化对空中缆线“杂
乱密”的日常巡查，做到“发现
一处，整改一处”，确保不留死
角，不断提升城市的市容市貌
水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要有“一盘棋”思维
□刘予涵

对空中“蜘蛛网”进行整
治，是实现城市精细化管理的
需要，也是为群众百姓营造良
好生活环境的重要举措。

笔者以为，整治空中“蜘
蛛网”需要“一盘棋”思维，既
要政府主导，又要相关单位和
广大市民分工合作，共同治
理。一方面，要加强物业管
理，引导市民积极支持空中缆
线治理工作，杜绝私拉缆线、
飞线充电等不文明行为。另
一方面，按照“谁布线，谁负
责”的原则，督促相关运营商
谁家孩子谁抱走，该包扎的线
要包扎起来，该拆除的废旧线
要拆除，能入地的缆线要入
地，打造安全有序、整洁美观
的人居环境。而从长远看，还
需加快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
廊建设，将城市各种管线全部
入廊入地，让泛滥成灾的“蜘
蛛网”尽快远离我们的生活。

“零碳婚礼”或许尚属罕
见，但践行环保低碳理念完全
可以融入普通人买菜、出行等
生活细节之中——环保低碳不
是少数人的全力以赴，而是多
数人的力所能及。

——工人日报：《“零碳婚
礼”，身体力行参与低碳环保》

面临大考，考生需要照顾，
尤其是精神方面的陪伴引导。
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不少家
长的陪伴却仅仅只是“陪伴”而
已，并没有起到任何精神激励
的作用。相反，有不少家长是

“皇帝不急太监急”，比孩子还
要紧张，甚至在穿什么等无关
痛痒的细节问题上瞎折腾，比
如强调穿寓意紫腚赢（指定赢）
的紫内裤等。送考可以有讲究
但切莫“作怪”，一旦把焦虑传
递给孩子，那就成了“猪队友的
神助攻”。

——东方网：《陪读3年的爸
爸决定不送考，带来什么启迪》

归根结底，算命只是一种
参考工具，并非无所不能，盲听
盲信只会让人陷入困境。与其
因外人对自己未来命数的推测
而担心焦虑，不如踏踏实实过
好当下的每一天。未来的事情
我们无法得知，但此刻的生活
却能牢牢握住。

——红网：《“网络算命”不
可信，未来掌握在自己手里》

女子举吊瓶乘地铁

近日，一段“女子举吊瓶乘
地铁”的视频引发全网关注。
此后，视频中的女子“东东”向
记者透露，她住的地方距离市
区20多公里，当时不想浪费钱
打车，也不想浪费药水，又怕赶
不上地铁，于是举着吊瓶直奔
地铁站。你怎么看？

@大美井陉 女子举着吊
瓶乘地铁，竟然是不想花更多
的钱打车，也不想浪费药水，才
赶最后一班地铁，让人看着有
点小心酸。

@孙建国 纵然打工再
难，生活再不易，也不要举着吊
瓶乘地铁，输着液还工作。如
此不要命的拼搏，是对健康无
形而潜在的伤害。人生在世，
需要拼搏，需要事业，但健康是
最重要的，千万不要拿着健康
拼未来、拼财富。否则，赢得的
未来和财富，都很难长久。

本期话题下期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