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10月25日 / 星期五 / 责任编辑 / 唐亦佳 / 陈良和6
有话说

太原市晋源区古寨村发生违法强拆事件，强拆者入室打死一村民，当地政府发函求法院轻

判，干扰司法公正。 （陶小莫 画）

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传统的做法靠填

埋。但是，有限的土地资源已经容不下不断

增长的垃圾，而且生态环境的保护也容不得

垃圾无限量地填埋。我市垃圾焚烧发电厂下

月正式投产运营，可以日处理垃圾 1000 吨，

基本破解了城市垃圾“成长的烦恼”（相关报

道详见本报10月22日第4版）。

早就在说“垃圾是个宝”，但因过去我们

科技落后，尤其是环保等意识淡薄，一直没有

从中取出“宝”来。现在，我们有这个技术和

国力，完全可以把“被放错位置的财富”发掘

出来，让城市中每天大量产生的生活垃圾，去

它该去的地方，真正实现变废为宝。

市垃圾焚烧发电厂总经理王炳尧说，投

产后预计年处理生活垃圾 33.3 万吨，发电量

可达到1.2亿度，既避免了传统填埋对环境带

来的二次污染，又缓解日益严峻的用电状况，

且垃圾焚烧后产生的炉渣可以用来制砖、修

路等，做到了垃圾的每一个部分都不浪费。

这样利国惠民的大好事，对我们来说已经是

“迟来的爱”，本该早点做起来。

然而，现在有很多城市还在烦恼着“成长

的烦恼”，垃圾焚烧厂建设总是“千呼万唤不

出来”。像日均处理垃圾 4316.7 吨的杭州天

子岭垃圾填埋场，已经不堪负荷，酷暑天户外

作业的工人更是不堪“烤验”。据新华网 9 月

8 日报道，目前我省有 8 家垃圾焚烧发电厂投

产，日处理生活垃圾 4000 多吨。虽说“每天

吃掉一座‘垃圾山’”，但还远远不能适应城市

发展和生活垃圾不断“成长”的现状。

我市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投产，使城市生

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高标准处

理得以实现，符合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着力

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

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

命，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

发展，确保国家能源安全”的要求，为描绘“美

丽中国”增添浓墨重彩一笔。

可以预测，随着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越来

越深入人心，城市生活垃圾必将成为开发能

源的又一种再生原料，成为相关热电企业以

后抢手的资源，或许以后会出现继“破烂大

王”后的“垃圾大王”，收垃圾成为一种新兴职

业。现在，不少社区在实行的“垃圾分类”，就

可视为垃圾焚烧发电的“第一道工序”，它可

以大大节省发电厂垃圾焚烧前的捡挑工时。

因此，社区居民都有义务为垃圾分类出一份

力，这也是为了我们自己有一个清洁安全的

生活环境。

摩天大楼可以不建，垃圾发电厂必须

建。我市垃圾发电厂的正式投产运营，也是

城市之幸，市民之福。但愿，每个城市都能建

起垃圾焚烧发电厂，并且希望这些关乎国计

民生的项目，在申请立项、选址建设中少一些

磨难。

一位 76 岁的独居老人，死后三天才被发

现，尸体已经变质（详见本报 10 月 23 日 3 版报

道）。

严格意义上说，这算不上什么新闻了，因

为同样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但只要一曝出，还

是让不少人心生“情绪”的，毕竟这种告别人世

的情状太过凄惨。亲人自责、悲伤不用多说，

而公众的情绪则是以谴责、批评为主。焦点一

般集中在三块：子女不孝、养儿不能防老；邻里

关系冷漠，只管自家门前雪，不顾他人瓦上霜；

政府保障机制不健全，也有责任等。这些话基

本没错，只不过大都是说过算过。“情绪”本来

就像风，来得快，去得快。

一遇有这样的不幸之事，总让“情绪”占了

上风，这不是好事。“情绪”过度，影响人的认识

和判断。可能仅视为一件令人感到悲伤和愤

怒的事，其实，这里面包含着一个重大的社会

命题：银发浪潮滚滚而来时，老年人的权益、福

利、尊严如何保护和捍卫？

子女不孝，虐待老人的事情生活中确实存

在，但毕竟是少数。子女不在身边，或因为种

种原因没有子女的空巢家庭却是大量的。目

前，我国有接近两亿的老龄人口，到本世纪中

叶，总人数将攀升至四亿多，占全国人口总数

的 34%左右。前段时间，新修订的《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把“常回家看看”引入了法律规制范

围，但引起的争议也非常大。“孝心入法”在我

看来确实不具有什么可操作性，比如“常回家

看看”，这个“常”字怎么体现，是一年几次还是

每月一次？回家住上两天是回家，回家看一眼

马上走也是回家，因此，在家里的时间如何计

算？尽管这样，我认为意义还是有一点的，至

少对人们多了一种提醒：“常回家看看”。

常回家看看，是孝。但孝的方式是多种多

样的，做不到常回家看看的人不等于不孝。“父

母在不远游”不是现代社会的孝理念。

情绪可以有，但不可居理性之上。理性

很重要，理性可以让我们用心寻找方法。关

爱老人，情绪代替不了方法。方法在哪里？

同一天本报 9 版就有好方法。温州启用信息

化新型服务平台，推出“居家养老一键通”，老

人只要在手机上按“*”键，小到送油送米，大

到送医急救，老人都可在最短时间内享受服

务。我们都有老去的那一天，关注养老服务

就是关注我们的明天。我们在批评或谴责别

人的同时，可否多花点心思或精力去关注身

边的老人，如果人人都在想，今天我关注老

人，是为了明天我老了被人关注，这社会一定

是美好和温暖的。虽然这是个体的力量，但

个体的力量也很重要。当然，养老服务需要

建立“合成机制”，即个体、家庭、社会和政府

众管齐下，协同治理。温州这个方法值得推

广，也许有人说，这个方法好是好，但一时恐

怕学不来。不要紧，可以学的方法还是有

的。舟山有个边防派出所，是全国“爱民固

边”模范所，他们给辖区每户老人家庭发一块

黄手帕，老人一有需要帮助的事，就把黄手帕

挂在窗口，执勤民警一看到黄手帕立即上门

排忧解难。老人们说这是“幸福的黄手帕”。

我看这个可以学。

10月21日《瑞安日报》3版《“不要慌，踩

着我的背下来”》一文记述了陶山镇霞林村

党支部委员林成坚等人在风雨中弓身当台

阶，成功营救沙门村被大水围困的9名群众

的场景，读罢令人感动。

同是“菲特”肆虐，大水成灾，余姚三七

镇一位干部下乡视察台风重灾户，却让一

个 50 多岁的村支书背着他趟水进灾民家。

此事曝光后，该干部遭到舆论的强烈批评。

两件事情，一正一反，极易让读者对照

着解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党

的一贯路线。当干部的，要心系群众，要有

“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要为人民服务，

要做人民的公仆，要做群众的贴心人。陶山

干部林成坚弓下身子当台阶，在同行队员的

帮助下，把妇孺老少从二楼阳台营救到冲锋

舟上，穿过狂风暴雨，送到安全地带，是当之

无愧的群众的贴心人。“不要慌，踩着我的背

下来”，多么贴心；“我个子最高，我来”，多有

担当；“人民养育了自己的战士，危难时刻，

别说为人民弓背当台阶，哪怕用自己的生命

换百姓的生命，都不为过”，多么豪壮！他弓

下了身子，融进了群众，树立了一个党员的

光辉形象，营造了和谐的党群关系。相反

地，余姚那位趴在群众背上的干部，他失去

群众的信任，进而损害了党的声誉。

诗人臧克家说得好，“骑在人民头上

的，人民把他摔垮”；“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

马”的，“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一

踩一背，正合此意。

情绪代替不了方法
■薛建国

生活垃圾将成抢手资源
■王国荣

一踩一背，迥然之别
■金 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