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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各种良好习惯，是从小一点点

培养起来的。如果缺失了一种或多种

教养，那么按与时俱进的现代文明标准

来考量，就会减分，而且“缺失”越多，文

明分就越低。这既关乎个人面子，也关

乎整体形象。

且说生活垃圾分类，过去我们都没

有养成这一习惯，不要说在农村脏，就

是在城市里也随处可见垃圾。这是贫

穷落后的原因。可是如果在国力已经

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今天，文明的要求

再不与人们普遍提高的生活质量对等，

再不将过去的脏乱差现象翻篇，就绝对

说不过去了。但现在要将这个“没有养

成的习惯”扭转过来，也确实有不小的

难度。

之所以说它难，是因为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最早试点的浙江，目前还没有在

全域同步推进，或者说还比不过上海。

之所以说它难，是因为今年 7 月《上海市

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时，竟被

称为“史上最严垃圾分类条例”，引发了

全社会热议。如果它是一种早已为人

们普遍养成的习惯，还会称之为“史上

最严”吗？肯定不会。就像如今人们进

家门时都会习惯地换鞋一样。所以，面

对质疑和争议，网上有很多人对这“史

上最严”表现淡定，说“习惯了就好”。

看了本报 7 月 26 日第 4 版报道，潘

岱街道垃圾分类的宣传、动员及指导等

工作有序进行，下一步垃圾回收将迈入

智能化，让辖区社会单位、机关团体、党

员干部、群众主动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

中来，养成良好的习惯，争取 8 月底前垃

圾分类覆盖面达 80%⋯⋯我在想，如果

每个群体中有 80%的人具备了各方面的

良好习惯和行为规范，区区一个垃圾分

类根本不在话下。

“ 习 惯 了 就 好 ”。 确 实 ，习 惯 成 自

然。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孩子从小口

吃，不及时予以制止纠正，长大说话就

会结巴。所以，在生活中大人一看到自

己的小孩有不良行为，就会立马制止甚

至严厉训斥；所以，在幼儿园受到良好

教育的孩子反过来还会童言无忌“教

育”大人。如果再去好好地学习领会一

下“习以为常”“积习难改”“积重难返”

等成语典故，可能对生活垃圾分类就不

会觉得难了，也会对我们养成良好的行

为习惯有所帮助。

在此，我们不妨学学日本人对生活

垃圾分类的较真程度：物业发每户居民

一本厚厚的倒垃圾辅导手册，仅注意事

项就多达 500 多条，如饭后碗碟要先用

废报纸擦干净后再清洗，避免不易分解

的油污流入下水道，同时减少化学洗涤

剂的使用；周一吃的鱼直到周四才能

“吐”骨头，且过了早上 8 时就只能拿回

家臭上一星期；遛狗的人出门必带纸、

水、夹子、塑料袋，狗主人把便便捡完还

要把地面用水清洁干净；回家的第一件

事就是从兜里往外掏废手纸等自己使

用后产生的垃圾，不厌其烦地将其分门

别类装进不同的垃圾袋⋯⋯

好的习惯是在严格的规矩中点滴

养成的。坏的习惯则必须通过强制手

段来“痛苦”扭转。如本报 7 月 11 日起

推出的“不文明行为曝光台”，其中一个

镜头是莘塍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

诊一楼走廊，一名男子直挺挺地躺在候

诊长椅上，太不像话！在全市范围内向

不文明行为“说不”，目的是要让不文明

行为人长点记性，促使其改正不良习

惯，提升城市文明形象和文明分数。

近日，一位在社区工作的朋友说，

他所在的社区自从暑假一开始，几乎每

天都要接待好几位前来盖章的大学生，

以证明自己“参加”了学校布置的实践

活动。他还相告，很多大学生暑期实践

活动不但没有参加，就连到社区盖章也

由长辈代劳，使暑期实践活动成了大人

们的盖章“实践”（据 2019 年 8 月 1 日《燕

赵晚报》）。

每年暑假社会实践是高校制定的

要求，大学生带着学校布置的作业离开

学校，进社区，入企业，到农村，开展社

会实践活动，这是大学生了解社会、接

触社会一个很好的途径。如果以盖章

代替社会实践，这样的社会实践有什么

意义？这是一种逃避的选择，有违背诚

信之嫌疑，虽然这样的大学生只是一部

分，但透过现象看本质，社会给这些盖

章“实践”的大学生贴上失信的标签也

未必不可。

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不仅可近距

离接触社会、了解社会、认识社会、丰富

阅历，提高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而

且为毕业后就业打下一定的基础。可

以说，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对学

生而言是百益而无一害。

但在现实生活中，有相当一部分大

学生比较懒惰，没有重视暑期社会实践

活动。整个暑假，不少学生不是宅家上

网玩游戏，就是夜以继日在外面疯玩，

家 里 最 基 本 的 生 活 琐 事 也 要 父 母 打

理。有的大学生根本没有想过要去认

真完成学校布置的社会实践任务。有

些学生错误地认为，只要让家长拿着表

格到社区、村居或企业找个熟人盖个

章，就可以证明自己“参加”社会实践活

动了。一些社区、企业、村居也愿意做

好事，为学生暑假实践开了绿灯，不管

三七二十一，见表就“盖章”。

另外，很多大学生是独生子女，都

是从温室里长大的，家长舍不得大热天

让孩子去社会实践，就想方设法帮助孩

子“盖章”代替社会实践。

社会实践活动是大学生人生成长

中的重要一课。大学生必须要提高对

社会实践的认识，根据自己所学的专业

到对应的单位实践，理论结合实际，能

够积累一些社会经验，为将来踏入社会

做好准备。企业单位应该积极为大学

生提供合理的实践机会，安排实践岗

位，引导和支持个性化锻炼。大学生要

对自己实践负责，毕竟这是将所学知识

应用到实际的一个重要途径，不管社会

实践效果有多少，总比盖章“实践”要

好。对不来实践，只要求盖章的，要一

律拒绝，这是对大学生负责，对院校负

责，也是对部门单位、企业工厂自己负

责。高校要加强对大学生社会实践活

动的重视和指导，完善相关管理制度，

与企业单位联动管理，实时对接实践情

况，鼓励学生多元化发展，还社会实践

以本来面目。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虽然国家对制作、
销售、使用假证件等问题开展重点治理，严
肃追究失信责任，但还是有些人铤而走险，
在网上购买“假学生证”，满足优惠需求。专
家建议，学生证应制有全国统一的防伪标
识，并加大对售假制假商家的打击力度。

（陶小莫）

在严规中扭转
“没有养成的习惯”

■王国荣

如 果 在 国 力 已 经 发 生 翻 天 覆 地
变化的今天，文明的要求再不与人们
普遍提高的生活质量对等，再不将过
去的脏乱差现象翻篇，就绝对说不过
去了

大学生社会实践岂能“盖章”代替
■陈桂芬

如果以盖章代替社会实践，这样
的社会实践有什么意义？这是一种逃
避的选择，有违背诚信之嫌疑，虽然这
样的大学生只是一部分，但透过现象
看本质，社会给这些盖章“实践”的大
学生贴上失信的标签也未必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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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贪小便宜损诚信

本报讯（记者 苏梦璐）日前，赵山渡

库区营北村村民朱某某因违反《治安管理

处罚法》相关规定，被公安部门依法拘留

4 天。据悉，朱某某是赵山渡水库被划定

为一级水源保护区以来，首位因阻碍政府

部门保护水源地执法而被拘留的对象。

根据《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

经研究，高楼镇决定依法清理赵山渡临库

非法种植的农作物。同时，根据实际，经

调查摸底，镇政府还给予村民合理的补

偿，并提前一周做好移除通知的发放和宣

传动员工作。

7月底，高楼镇联合综合行政执法、路

政、环保、水利等部门对水库周边遗留的

非法种植农作物进行强制移除。期间，朱

某某等人采取起哄、辱骂、殴打、阻挡执法

车等形式阻扰工作人员正常执法，造成恶

劣影响。

鉴于此，高楼派出所依法介入调查。

在确凿证据面前，朱某某对违法事实供认

不讳，并有较好悔过表现，公安部门依法

对朱某某作出从轻处理。

据了解，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水安

全，近期，高楼镇联合多个部门积极开展

水源地保护工作环境综合治理“零容忍”

行动。重点整治赵山渡库区沿线老 56 省

道及 322 国道周边的顽固垃圾和非法乱

点，清除水源地周边农业污染源，全天候

清理水源地面垃圾。经过集中整治，已取

得一定成效。

另外，为保护整治效果，辖区内相关基

层站所启动巡查机制，对水源地周边开展24

小时巡查，一经发现与保护水源无关的作业

马上进行制止，并依法依规进行相应处罚。

本报讯（记者 苏盈盈 通讯员 姜良静）

日前，马屿镇瑞溪村文化礼堂举行百家宴

活动暨第五届民间道德模范颁奖仪式，旨

在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进一步弘扬良好的社会风尚。

当天，300余名村民参加活动，邻里共

聚一堂，品美食，赏节目，现场一片欢声笑

语，十分热闹。

民间道德模范颁奖仪式上共颁发了

励志学子、最美婆媳、最美治水人、最美庭

院等7个奖项，获奖者依次上台领奖，台下

掌声雷动。据了解，瑞溪村文化礼堂已成

功举办五届民间道德模范评选活动，旨在

以先进事迹影响人，以奉献精神鼓舞人，

营造出“人人争做道德模范、处处都有道

德标杆”的良好氛围。

仪式结束后，文艺演出在开场舞《盛

世花开》中拉开序幕，萨克斯独奏《我和我

的祖国》、越剧《金玉良缘》、武术《龙虎形

拳》、魔术《神奇瞬间》等节目为村民们献

上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

活动当日，海豚公益爱心服务中心携

手市中医院开展“送清凉”活动，为村民提

供免费理发、推拿、针灸等服务，现场还分

发月饼和夏季清凉用品，获得村民的一致

好评。

本报讯（记者 陈异俗）昨日，本报曾

刊登《男子开摩托艇撞上河岸受伤 路人、

民警、消防接力救援》一文，报道了塘下一

男子陈某于 8 月 3 日下午，在上马河驾驶

摩托艇不慎撞向河岸后受伤落水，热心市

民、民警、消防接力救援的事迹。当时，在

水中托住受伤青年近半小时的热心市民，

救起陈某后，未曾留下姓名就匆匆离开

了。记者经多方打听，找到了这位热心市

民——庄立伍。

庄立伍，塘下前庄人，今年 68 岁。据

其回忆，当日 15 时 30 分，正在家中窗边

打电话的他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巨响，环

顾四周后才发现，上马河邵宅村车站段河

中，有人落水了。

“当时我看到河中间有一块漂浮物，

大概距离岸边 15 米左右，漂浮物旁有个

穿着救生衣的人，我猜想有人落水了。”庄

立伍回忆道，当时他立马冲出房门去救

人，可是电梯迟迟上不来。家住九楼的

他，没多想就顺着安全楼梯下楼，往河边

跑去。“救人，时间是关键，必须争分夺

秒。”庄立伍说。

到了河边，庄立伍看到，一名 30 多岁

的青年男子正穿着救生衣飘在水上，双臂

满是鲜血，不远处，停着一辆被撞得面目

全非的摩托艇。他丢下手机，赶紧跳下河

救人。

很快，熟悉水性的庄立伍游到男子身

边，一边用手臂托着男子头部，一边抱住

男子的身体，努力往岸边游。“男子受伤蛮

严重的，当时他就跟我说自己右手右脚可

能骨折了，动弹不得，我怕造成二次伤害，

不敢将他拉上岸，只能在水里等待专业的

救援队到来。”庄立伍告诉记者，他们在水

中等了半个多小时，男子说话声音也越来

越小。为了让男子不要昏迷过去，庄立伍

一直努力找话题跟他聊天。

16 时左右，塘下派出所民警、消防

队、120 救护车等救援团队陆续到场，在

救援团队共同协作下，受伤男子被救上

岸，因伤势较重，立即被送往市人民医院

抢救。“只是尽了自己的一份力，看到人没

事，也就放心了。”庄立伍说。

据悉，伤者陈某全身多处骨折，目前

已脱离生命危险，正在医院继续治疗。

本报讯（记者 潘虹）万松东路市府附

近，机动车礼让行人 57 次，不礼让 0 次；虹

桥北路公园路路口，机动车礼让行人21次，

不礼让5次；瑞祥大道吾悦广场附近，机动

车礼让行人 53 次，不礼让 2 次⋯⋯文明城

市建设，哪些不文明现象需要改善？哪些

文明行为值得推广？日前，随着我市“不文

明现象随手拍”活动的深入，瑞安中学2018

级（8）班“职客体验”实践队走上街头，“一

小时街拍”我市的文明与不文明现象。

当天 10 时，实践队选择虹桥北路、公

园路一带，万松东路市府一带，瑞祥大道吾

悦广场一带等3个路段进行街拍。街拍以

今年颁布的《温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为

参考，主要以《条例》第二章倡导和鼓励的

文明行为和第三章重点治理的不文明行为

为拍摄内容。“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发现

机动车礼让行人的文明现象比较好，大部

分车辆都会让行。但是电动二轮车车主未

佩戴头盔的现象较常见，仅虹桥北路、公园

路这一带，1 小时就有 144 人未佩戴头

盔。”实践队员吴畅说。

“为了使采集的数据更具代表性，在街

拍地点的选择上，实践队还特别咨询了市

精神文明指导中心相关人员，所选的3个路

段分别代表老城区、中心城区和新开发城

区。”实践队带队家长项女士说，通过此次

街拍活动，学生们走出课堂走进社会，不仅

锻炼了他们的实践能力，也对我市文明城

市建设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接下来，学生

们将整理、分析当天采集的数据与图像，整

理出一份调研报告并上交市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中心，为我市文明城市建设出一份力。

《男子开摩托艇撞上河岸受伤》后续

六旬老人托住落水青年近半小时

对赵山渡一级水源地环境破坏行为实行“零容忍”

执法部门开出首张拘留单

学生体验文明城市建设
“一小时街拍”我市文明与不文明现象

马屿镇瑞溪村文化礼堂举行
“百家宴”活动

文明瑞安文明瑞安文明瑞安
德润瑞安德润瑞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