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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谭有话

《洛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
农民及外来人员购买商品房的意
见》自今日起实施，非洛阳市区户
籍人员来洛购房可享多项优惠政
策。户籍已经放开，如今买房利
好政策也更给力，越来越多的“新
洛阳人”正走向古都张开的怀抱。

然而，城市的活力不仅在于更
多新鲜血液的注入，如何应对人才
流失也是眼下的严肃课题。我市今
年高考本科上线人数逾5万，在这
些人中，最终学成归来、服务家乡，
成为洛阳建设者的人有多少？此
外，洛阳本地大学的毕业生，洛阳的

技术工人，包括驻洛科研单位
里的技术人才，都该有既培养
出来就力争将其留下的意识。

要留人，除了对薪资待遇、
上升空间、创业机遇等诉求要给
予积极回应，应有更多大手笔、
普惠性强的人才政策。须知，能
留住人才，留住充满活力、野心
勃勃的年轻人的城市，才能总是
充满活力的。（王斌）

留人不易

在场 时评微 >>>>>

拿个检测结果咋恁难？

龙门 站ee
按名家推荐书单买书，靠谱吗？

看晚报，市民孙女士买了一提甜
牛奶，但其中一瓶发苦，孩子喝后有

“烧胃”感。更让孙女士郁闷的是，苦
牛奶的检测一拖再拖，终因放置时间
过长等因素而无法进行。经销商随
后承诺，孩子若因喝了苦牛奶出现健
康问题，责任由经销商方面承担。

折腾了十多天，苦牛奶的“身世”
之谜始终未解开。虽然经销商有负责
到底的承诺，但孙女士告诉晚报记者
的一句话成为许多市民的共鸣——就
是想要个检测结果，就那么难吗？

综观此事，孙女士之所以无法
获得检测报告，首先是因为对检测
流程不了解。最简单的，苦牛奶应
该送到哪儿检测？检测要求有哪
些？孙女士在碰壁中大概搞清楚个
中环节了，却也错过了检测时限。

“门外汉”总是糊涂的，那职能
部门呢？孙女士称，青年宫工商所
一名工作人员曾打电询问事情进
展，按照该工作人员的提醒，她将喝
剩的苦牛奶密封后放入冰箱。几天
后，这名工作人员却说“有近一周好
奶也会变质，检测估计做不成”。奇
怪，这个提醒为啥不早说？

之前答应将苦牛奶送检的超市
负责人在要求孙女士“等几天”后，

却告知她“质监部门不接受个人的
检测申请，只有工商部门出面才
行”。那么问题又来了，工商人员是
否该早些告知孙女士送检流程？

该工商所一名负责人表示：只
要该超市出售的同批次生产的牛奶
具备相关证照和手续，就视其合法，
那么，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因为这批牛奶从生产到销售都合
法，苦牛奶也就“合格”了？

晚报的《记者跑腿》栏目开办已
久，帮市民解决了许多难题，但若留
心便不难发现，不少案例都有一个
共同的问题——简单事情复杂化。
解决这些问题，不是没有办法，不是
没有标准流程，而是在于，市民对此
不了解，相关单位也懒得说明白，导
致最后绕弯子或者“踢皮球”。

质量检测更不同于市民的其他
诉求，拖上一两天就可能无法进行，
不过，如果没有检测结果就意味着
少了一份直接证据，市民在遇纠纷
时就会处于不利地位。

不是每名消费者都有火眼金睛。
在检测技术日臻完善的当下，市民在
对商品质量特别是食品质量有质疑
时，让他们摸清送检门道，并能获得高
效的反馈，是项必须做的工作。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解决这些问题，不是没有办法，不
是没有标准流程，而是在于，市民对此
不了解，相关单位也懒得说明白。

前天，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举办了
2015年少儿图书推广讲座活动。两位
国内知名的阅读推广人分享了如何开
展亲子阅读，让孩子爱上读书的经验。
网友们对此展开了讨论，有人还分享了
不同经验。

读书好，@洛滩新芽喊起了口号：
为兴趣阅读，为兴趣悦读！@双人余
王木木__牛牛简直抓狂：读不进去怎
么治？@汉_尼拔“开药方”：从娃娃抓
起。@野风咚咚锵乐了：这法子仅适
用于娃娃，从小培养阅读兴趣，妈妈再
也不用担心我读不进去书了。@江西
青年张敏：小时候和爸妈一起读书是
我最好的回忆。

从小进行亲子阅读，好处是看得见
的。@六安王锋从儿子三岁起，几乎天
天给他读故事：现在他没事就喜欢看会
儿书。@清风梨花：每次上课老师问一
些课外问题，儿子都能答上来，回家后更
是自觉地把我们准备的课外书捧在手
里。父母要准备一些适合孩子的读物。

如何选择合适的读物？@洛阳悦虫
中英文绘本馆建议按孩子喜欢的主题来
选书：有些家长看到名家推荐的各种书
单，就照着买，结果孩子不喜欢，就误认为
孩子不喜欢书。其实每个孩子都有自己
的兴趣点，要尊重孩子，放弃功利性阅读。
请记住，我们要培养的是终身阅读者。

专家认为，亲子阅读不该带有教
学目的，家长千万不要追问孩子从故
事中学到了什么，以免孩子产生抵触
情绪，那么，就真的什么都不问了吗？
@西苑的树认为，教学目的可以有，只
是需要讲究方式：比如看了《你感觉怎
么样》，宝宝发现小猴子没尾巴，家长
就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发散思维——为
什么没尾巴？尾巴是干什么用的？人
如果有尾巴会怎么样？多有趣的话
题，寓教于乐孩子会不喜欢吗？

很多家长指责孩子不看书，自己
却抱着各种电子产品做“低头族”。
@鸿雁滑翔呼吁：为了孩子爱读书，家
长先捧起书吧。 （杨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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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30桌喜宴点个赞

□刘根旺（教师）

最近，我们这儿有件事传得很快：宜
阳县香鹿山镇一所小学的校长，孩子要
结婚了，他就将摆35桌喜宴的计划上报
给县教育局，结果获批30桌。

在乡下较大的村子里，结婚喜宴摆六
七十桌很正常，超过100桌的也不少。这
位校长把喜宴压缩到30桌，最终招待的肯

定都是关系很好的人，其他的要么不通
知，要么说明原委就不叫人家了——如此
一来，大操大办的味儿没了，收的贺礼也
少了。

这两年，身在基层，我们确实能感觉
到，以往“四风”泛滥且很难监管的死角
也出现了新气象。国家下力气，很多干
部也从内心深处感到应当懂规矩、守规
矩，颇值得一赞。

□杨浩月（公务员）

这两天，南京的一则新闻闹得特别
热。南京市法制办就某管理规定征集立
法意见：脏、破，有碍市容观瞻的机动车
上路，最高可罚款2000元。网友都调侃：
以后车脏了，可不敢再等雨来了。

执法人员能否合理把握标准，自由
裁量权会不会太大；“脏车罚款”是否属
于“权力任性”……就南京的事情来说，
问题确实一大堆，但这也让我想起了前
天看到的事情。

洛阳最近接连雨雪天气，不少轿车
都挺脏，有的甚至前后车牌都被泥糊住

了。前天，开元大道上一辆车左转往政
和路方向走，没等灯亮就窜了出去——
它后面的车也跟着走，到了路中央才看
到左转的灯还红着呢，就来个急刹。我
一看，闯红灯的车基本是个“泥疙瘩”，根
本看不到车牌，真是“有恃无恐”！

每次雨雪天都有这么不守规矩的。
我觉得，这样的车，就跟车窗抛物、乱打远
光灯的车差不多，司机总抱有侥幸心理。

确实，警力有限，不是每次违法都能
抓到，但不妨杀一儆百，到了雨雪天，坚
决处理几个不擦车牌的——就按遮挡号
牌处理，于法有据。毕竟，拿个抹布擦擦
车牌能费多大事儿？

由“脏车罚款”想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