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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我说

本期统筹：陈曦
联系电话：13526946841

■电子信箱：lywbpl@163.com
■ 登录洛阳网（www.lyd.com.
cn）点击“网站投稿”
■信寄新区报业大厦《洛阳晚报》河
洛评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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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子染色
监管“失色”

重拳砸到位，
治扬尘才能见成效

一个看到老人跌倒都没人敢扶
的社会，就不要兴师动众演大戏了。
很多问题靠感动是解决不了的，要靠
制度、靠法治。

——作家连鹏批评央视《感动中
国》节目是在作秀，称央视不想着如
何监督权力，天天琢磨树立道德典
范，是权力下的摆设

“先治后付”乃人道、天道。为
什么会专门提出这样一个纠结的话
题和解决的措施呢？源于欠费越来
越干扰了医院正常的医疗行为。欠
费，无非就是诚信缺失惹的“惑”；
医院是提供服务的平台，不救是医
院的错！因此建立一个解决欠费
的机制，是“先治后付”可持续的基
本保证。

——医生哥波子（医生）

叫俺进城也好，叫俺上楼也好，
解决不了饭碗，解决不了生活，怕是
不中！在家种地，到城里吃，那咋吃
得起嘛！

——据《人民日报》报道，豫东农
户的一句心里话道出城镇化的核心
问题

老叔没去过啥大地方，没见过世
面，也不会上网，眼下已经病得无法
起床了。老叔是个善良平凡的人，我
不想让他就这样悄悄地来，悄悄地
走，想让大家知道我有个好老叔，在
这个世界留下属于老叔的痕迹。

——辽宁丹东村民林森为叔叔
发的微博被网友转发超3万次，以证
明“这个世界他来过”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民
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提
出地方政府可以探索安排中小学放
春假或秋假。（见本报 19日B01版
报道）在放假时间总量不变的情况
下，究竟是现在的两个长学期有利
于孩子集中精力学习，还是拆分成
四个短学期更有利于劳逸结合、提高
学习效率？

大事小情，你说我说。参与方
式：拨打电话66778866；发送短信
至 13526946841；登 录 洛 阳 网
（www.lyd.com.cn）洛阳社区聚焦
河洛——“你说我说”板块；关注洛阳
晚报官方微博，@洛阳晚报留言。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 2013年我市碧水
蓝天工程实施方案敲定，优良天数
要超310天。另外，自我市城市扬
尘治理专项战役打响以来，66个问
题工地被曝光，但督察组回访、督
察发现，仍有部分工地未整改。（见
本报今日A02版，昨日A02、A05
版报道）

持续的雾霾天气，使得空气质
量这个问题受到了市民前所未有
的关注。

“原来菜价刚涨起来的时候，
总感觉早晚会降下来，几毛钱一斤
的菜还能真没了？后来发现，真是
没了！这空气啊，也是这个道理，
以后啊，得习惯这灰蒙蒙的天啦！
全国都是这！”几天前笔者买菜时
听到身旁人这样抱怨。听这话，显
然是对天更蓝、空气质量更优没啥
信心。

今年我市碧水蓝天工程实施
方案，像一记组合拳，挥向环境污

染，给了人们许多期待！
但老百姓的信心，无法从抽象

的数据中获得，也无法从美好的目
标中获得，他们更愿意看到行动，
看对问题的处理到不到位，效果又
如何——尤其是身边的问题，看得
见的问题。

是的，想让蓝天更蓝，空气更
清新，要做的工作很多。在碧水蓝
天工程实施方案中，尾气整治、燃
煤设施拆除、污染企业整治等等，
都很重要。但对普通市民来说，满
身灰尘又不加盖的大货车，一刮风
就黄沙漫天的建筑工地，经常能见
到，怨言特别大。

上个月，《洛阳市房屋建筑工
程扬尘治理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出
台，房建工程必须严守11项标准的

“硬杠杠”十分明确，一旦违规如何
处罚的“硬杠杠”也十分明确——
让这些规定守护蓝天，市民很期
待、很关注。

如今，我市城市扬尘治理专项
行动启动已经满月，60多个工地被

曝光，但回访、督查情况并不乐观，
一些工地整改不到位，个别工地甚
至我行我素未予整改，这无疑让治
理效果打了折。

那么，对于这些逾期未整改到
位的工地，有没有严格按规定进行
铁腕处理？有没有该责令停工的
却仅仅顶格罚款了事，该予以重罚
的却仅仅“通知”覆盖，该暂停招投
标资格的却没有暂停？对于监管
不力的责任人员，有没有拿出来晒
晒？那些黑纸白字的“硬杠杠”，有
没有发挥威力？

试想，如果连既有的“市标”都
没有落到实处，治理扬尘又怎会达
到预期效果，对其他问题工地又怎
会起到震慑作用，又怎能保证被查
处过的工地不会再扬尘？

假如大家看到的是通知了再
通知，整改了继续整改，信心怎么
树立得起来？

碧水蓝天，百姓所望。只有重
拳充分砸到位、发挥威力，治扬尘
才能有效果，百姓才有信心。

□尔冬/文 朱慧卿/图

【新闻背景】茶瓜子跟茶叶完
全“不沾边”、工业滑石粉让瓜子外
表光鲜亮丽……上视新闻的一则
调查报道让人看了触目惊心。记
者在南京市场采访发现，正规企业
的产品相对有保证，但街头小摊上
的散装瓜子则不容乐观——浸泡
半小时后，清水就变得又黄又浑。
（见本报今日B03版报道）

小作坊不好管：关系经营者的
生计；既问题多多，又与民生联系
紧密。放眼全国，对小作坊、小摊
贩的监管立法相对缺失，监管责
任、监管手段同样缺失。

相较于对大中食品生产企业
的监管，各地对小作坊、小摊贩多

采取集中行动、专项行动等“运动
式”治理。但“专项行动”本身就让
人心生疑惑——平时该干的工作
做到位了，何须“专项”？

本该成为监管重点的小作坊
却被监管部门有意无意地放弃了，
被掩盖的问题早晚会集中爆发，就
像这“染色瓜子”。

中小学放春秋假
您觉得咋样

莫让压岁钱“压”坏孩子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记者对我市数十
名家长进行调查得知，对孩子过年
收到的压岁钱，多数家长直接用代
管的方式“没收”，少数家长愿意放
手让孩子拿着钱学理财。（见本报
昨日A09版报道）

压岁钱不是“钱”。
“压岁”即“压祟”，按过去的习

惯，长辈会用红纸包了压岁钱，在
孩子拜年后拿出；或是在除夕夜孩
子睡熟时，悄悄放在其枕头下——
图的就是个吉利。

现如今，对很多人来说，压岁

钱是不是压了“祟”不重要，其中蕴
含的美好寓意也没人愿去想一想，

“过年挣了多少”倒成了大问题，压
岁钱甚至还成了一个家庭用来理财
增值的资本——孩子在“巨额”压岁
钱上和父母打起“保卫战”，怪哉！

真把压岁钱当了“钱”，便会滋
生攀比谁给得多的心理，压岁钱成
了事关面子的事情，甚至成为经济
负担。

对孩子来说，金钱的利刃在压
岁钱习俗上划出一道伤口，也有着
极坏的影响。近日，邢台一个孩子
拿着4000元压岁钱在超市购物时，
向同龄孩子炫富招来殴打。不得

不说，当我们在用给孩子压岁钱进
行“感情投资”，甚至攀比谁给得多
时，恰恰让钱“压”坏了孩子！

父母不妨坐下来对孩子讲一
讲，你所“挣”的压岁钱其实是亲朋
人情往来的一种形式，不管你手中
的这笔钱是多是少，它原本就是咱
们家的资产，是父母辛勤劳动所得
的血汗钱。如此，孩子即使不上交，
也会珍视手中的压岁钱，家长也可
趁此教会孩子合理利用压岁钱。

说到底，压岁钱本是长辈送给
孩子的“护身符”，代表着祝福，也
让孩子感受过年的味道，应该让它
回归原本的情感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