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日来，我市正在如火如荼地招聘“民

间河长”，报名时间截止本月11日。“民间河

长”是对河长制工作的补充，是对官方河长

工作的辅助，还可加强官方与民间的交流。

河长制在中国由来已久。据《史记·夏

本纪》记载：尧时，鲧任“河长”，治水“九年

而水不息，功用不成”。舜时，大禹子承父

业，新婚不久即担任“河长”，“命诸侯百姓

兴人徒以傅土”，“劳神焦思，居外13年，过

家门不敢入”，最后“四海会同”，“天下于是

太平治”。鲧因治水9年“功用不成”被舜帝

放逐羽山，禹因治水“通九道”被民众拥为

领袖，这种朴素的河长制，一惩一奖，问责

分明。

现在的河长制把党政领导推到了第一

责任人的位置，最大限度整合了各级党委

政府的执行力，消除了早先“多头治水”的

弊端，并将治污与其自身政绩有效挂钩，促

使其想方设法让河水变清。但单纯依靠政

府以及负责人的环境管理，更多地透露出

的是一种行政依赖。成熟的社会治理结

构，不仅要求政府权力规范运作，也要激活

民间自治能力，鼓励民间力量参与。长期

以来，环境治理的重点放在工程治理，往往

忽视把公众参与、社会动员作为一个系统

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一些公众不知

道政府治理思路，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在河

流治理中可以做些什么。政府需要将公众

力量融入河长制之中，把公众从旁观者变

成环境污染治理的参与者和监督者，聘请

市民担任“民间河长”，参与河流治理及保

护，是真正落实公众评议权、参与权、监督

权。

“民间河长”的名字听起来气派，担子

可不轻。谁在污染这条河？这条河的治理

进度如何？治理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该如何

解决？你家门口的这条河变清澈了吗？这

些都是“民间河长”要关注的事情。“民间河

长”就是以社会监督人的身份参与治水管

理，协助官方河长开展治水监督工作，激发

广大群众共同参与治水工作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形成治水合力，推进社会协同治理，

实现所有河流河畅、水清、堤固、岸绿、景美

的目标。

“民间河长”毕竟出自民间，如何保障

“民间河长”的权益，是实施“民间河长”制

的重要条件。建议：建立民间与官方联系

沟通机制，实现“民间河长”与政府部门的

河长有效衔接；政府积极主动依靠“民间河

长”的力量，做到标本兼治；将“民间河长”

作为对“编内河长”和政府治水工作的重要

监督力量，推动管理监督机制长效化；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形式，给予“民间河长”及其

团队一定的经济补贴，推动涌现更多“民间

河长”；加强“民间河长”培训，不断提升其

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建立“民间河长”退

出和补充机制。

“民间河长”制是治水工作“以政府责

任为主，加强市场环保规制，充分动员社会

力量”的重要体现，正成为推动环保事业发

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不断汇聚公众的力量，

覆盖责任监管的“真空”地带，监督、协助政

府部门真正落实河流治理职责。

良好的环境靠的就是共建共治，“开门

治水、人人参与”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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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大学“攀树运动课”
不只折射童年的缺失

■高振千

河长不只在政府还要在民间
■孙钰珉

拒绝接待

政府需要将公众力量融入河
长制之中，把公众从旁观者变成
环境污染治理的参与者和监督
者，聘请市民担任“民间河长”，参
与河流治理及保护，是真正落实
公众评议权、参与权、监督权

连“爬树”都被包装为大
学“攀树运动课”，折射的就
不只是童年的缺失，更是一
些大学教学的浅薄。看来
该拷问孩子的童年和教育
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近日，有媒体报道，天津陆家嘴万怡
酒店被指因对方为殡葬企业，拒绝承办其
年会。当事酒店所属公司的公关经理回
应称，正在调查。

日前，成都大学 2016 级休闲体育专

业专选班开设了“攀树运动课”，并于去

年底第一次开始授课，课程一共 24 学

时，有 19 名学生参加，其中包括 4 名女

生。据该课程授课老师表示，相比厦门

大学于 2012 年在公共体育课程中开设

的攀树选修课程，成都大学首次开设的

“攀树运动课”成为一门专业选修课，顺

应了休闲体育发展趋势，把新兴的、社

会流行的休闲体育项目纳入休闲体育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不止一次在新闻中看到，有大学将

爬树列入学校体育课的选修课程。每

次看到这样的新闻，总觉得有些好笑。

不就是爬爬树，非常小儿科的事情，现

在居然被作为大学体育课程，还煞有介

事地包装为“攀树运动课”。开课前学

生“全副武装”，老师亲自检测，以防树

枝突然断裂。这门课程还会进行一定

考核，期末将对学生穿戴、器材安装、绳

结、技术等综合考评。如此隆重推出的

大学课程竟然就是为了教学生爬树！

想必许多过来人，小时候没少爬过

树。山上山下、房前屋后，不论城市，还

是乡村都会种许多树和竹。几乎不用

别人来教，就和小伙伴一起出来玩玩，

爬树很快就学会。器材、方法非常简

单，拿来稻杆搓一根不长的绳子，或者

从哪里弄一段麻绳，根据树干、竹子的

直径大小打上死结，套在脚上，就能手

脚并用爬树、爬竹子。可以说，基本上

属于无师自通，就能抱住树和竹子上上

下下地爬得欢了，有时候小伙伴之间还

开展高度和速度的比赛。不知道如今

的大学生童年都干什么去了，反而长大

成年了还要去学爬树。

都成年上大学了，还要玩小时候的

爬树游戏，还要包装成一本正经的专业

课程，难怪有人说，现在有的大学常常

在教学幼儿园和小学的东西。这样具

有户外、自然、高空特性的“攀树运动

课”要学什么？锻炼胆量、灵活、体力，

还是加强运动提高体质，抑或为所谓的

休闲体育？把惊险刺激、贴近自然的攀

树项目纳入学校课堂中去，推广攀树运

动，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学生猎奇、探险、

挑战、自由等心理吗？或者将来去户外

运动公司担任教练或职业攀树师？

如今，当看到有的青春年少的学

生，带着希望与渴求，带着父母的嘱托

与期待，来到大学学完了某个专业，毕

业后却在人才市场处处碰壁，连工作都

找不到，连自己都养活不起。一些大学

是不是应该扪心自问，学校开设的专业

到底对不对得起学生的学费？学校的

课程到底对不对得起学子四年宝贵的

青春？大学的良心、灵魂和底线又何

在？

连“爬树”都被包装为大学“攀树运

动课”，折射的就不只是童年的缺失，更

是一些大学教学的浅薄。看来该拷问

孩子的童年和教育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