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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论B4

春光无限好，“履植”尽责正当时
曹建明

编辑：何勇海

2023年3月15日

据媒体报道，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日前发
布《2022 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以下简称

《公报》），《公报》显示，全国完成造林 383 万公
顷，种草改良 321.4 万公顷，治理沙化、石漠化土
地184.73万公顷。全年发布“互联网+全民义务植
树”各类尽责活动 262 个。目前，我国森林面积
2.31 亿公顷，森林覆盖率达 24.02%；草地面积
2.65亿公顷，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50.32%。

3 月春光至，植树添绿时。绿色是大自然的
底色、生命的象征，是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是
人民共同的期盼。而植树造林是一件泽被后世
的事，种下一棵树木，就能为未来添一抹绿意。
自全国义务植树开展以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
生态状况的改善，让我国成为森林资源增长最
多的国家，人工林面积长期居世界首位，其中，
植树造林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

木。”植树造林是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大计。据报
道，过去一年，我国科学绿化持续深入推进，山水
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迈出新步伐，积极开展“工
会林”“劳模林”“母亲公益林”建设及“绿植领养”

“我为碳中和种棵树”等活动，取得了巨大成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其中就包括要“科学开展大规
模国土绿化行动”，更为我国新时代植树造林工
作提供了战略指引。

众人拾柴火焰高，众人植树树成林。植树造
林是一项利于当代、造福子孙的宏伟工程，是每
一个中国人的应尽义务，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
然要求，必须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全国各地要持
续强化社会公众的植树造林意识，下足植树造
林、增绿护绿的功夫，“积小流以成江海”，在一锹
一铲之间，以日积月累植树造林的“潜功”，造就
青山叠翠、江山如画的“显功”，让大地绿色越来

越多，山川面貌越来越美，人民生活的“含绿量”
越来越高。

广大党员干部要当好义务植树的模范和
带头人。从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种树锁风沙、
治内涝、战盐碱，到杨善洲卷起铺盖扎进大亮
山植树造林 22 年、把荒山变成绿洲，再到河北
塞罕坝机械林场三代建设者在荒原上造林 112
万亩，让荒漠披绿衣……他们植树种绿的故
事，在岁月的长河中丰沛了人们的心灵，更是
以“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广大党
员干部要带头“履植”尽责，引领群众添新绿、
护新绿。

种下一棵树，收获一丛绿。春光无限好，植树
正当时。让我们乘着春风，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开
展义务植树，把“美丽中国”的愿景播种在春天
里，以树木青山的“清新绿”擦亮“美丽中国”的鲜
明底色。

“双华，下次搞活动记得带上我。”3月8日上
午11时，在位于湖南长沙芙蓉区火星街道马王堆
汽配城的修理厂忙活了3个多小时后，陈双华刚
走出大门，78岁的邻居刘月英站在自家四楼的窗
口，高声朝他喊起来。刘月英老人讲的活动，是指
助学和扶贫济困行动。据媒体报道，这样的活动，
陈双华已经牵头搞了20多年。在他的带领下，他
的公益团队注册人数已超过400人，许多邻居都
成了他的公益伙伴，他上班的火星街道陶家山汽
修汽配街，已经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好人街”。

“城，所以盛民也；民,乃城之本也。”毫无疑
问，城市的美丽，不仅在于有高耸入云的楼房、美
轮美奂的街景、方便快捷的交通，更在于人文精
神的塑造。当凡人善举成为许多市民的自觉行
为，扶危济困成为公众的共同价值追求，越来越

多的好人群体不断涌现，那么，这样的城市无疑
是美丽可爱、和谐宜居的地方。

长沙芙蓉区火星街道这个“一个好人带出一
条好人街”的故事，就是城市文明提升的一个鲜
活样板，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
标本。43岁的陈双华20年前就开始做公益，20多
年热心公益的他，现在已经是长沙心连心志愿服
务组织、长沙市陶家山绿色联盟等多家公益组织
的牵头人，他还获得“湖南好人”“芙蓉区道德模
范”等荣誉。在他的带领下，他的亲人、朋友、邻居
和生意伙伴陆陆续续成为他公益路上的同行人，
他工作的火星街道陶家山汽修汽配街，更是变成
了“好人一条街”。

社会文明的赓续递进，需要每一个人都做好
自己的“角色扮演”，城市人文精神铸就，更需要每

一个人都身体力行。不过，“群雁高飞头雁领”，在
社会上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氛围，需要榜样
的示范带动，唯此，“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
推动另一朵云”才能成为现实，“向上而生、向善而
为、向美而行”的团队效应才能得以彰显。

一个好人就是一面旗帜，一群好人足以影响
一座城市。“一个好人带出一条好人街”的故事，给
我们的城市文明建设提供了具体、鲜明的例证。

榜样是无声的哲理，好人是有形的力量。希
望各地在城市文明建设与提升中，能以“平民视
角”发现群众身边的好人，并发挥他们的示范引
领作用，让他们的行动唤醒更多人身上道德的基
因，让“星星之火”渐渐成为“燎原之势”，让“靠近
光、追随光、成为光、发散光”成为更多市民的价
值信仰。

据媒体报道，3月4日，感动中国2022年度人
物正式揭晓。获奖者中，有一群平均年龄高达77
岁的老人。他们以“银发知播”群体的身份，被授
予了集体奖项。颁奖词为：“春蚕不老，夕阳正红。
没有墙壁的教室，不设门槛的大学。白发人创造
的流量，汇聚成真正的能量。”据悉，这是“感动中
国”面向“借助互联网传授知识的退休教师”特别
颁发的奖项。

在这个获奖集体当中，有中科院院士，有大
学退休教授，也有中小学老教师，他们有一个共
同的名字：“银发知播”。“银发”说的是他们的年
龄，在他们当中，年龄大的已经过了八旬，年龄小
的，也已经 60 多岁；而“知播”则告诉我们，他们
的直播间不唱歌、不跳舞，更不依靠那些来路不
明的小道消息吸引眼球，而是以传播科学文化知
识为主。

从表面上看，在五光十色的直播间，“银发知

播”并不具备什么优势，也没有太多吸引眼球的
能力。但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他们或凭借对科
学知识的严谨态度，或凭借对传统文化生动有趣
的讲解，很快俘获了越来越多网友的心，成为直
播间的一股清流。

比如，被网友昵称为“吴姥姥”的吴於人，退
休前是同济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从2021年起，吴
於人开始在网上“连载”趣味物理实验，成为火遍
全网的“不刷题的吴姥姥”。她的物理实验吸引了
很多青少年网友对物理的兴趣，仅某一个平台就
有390多万粉丝。

在鱼龙混杂的网络直播间，“银发知播”之所
以成为一股可贵的清流，在于他们保持着难得的
清醒。在直播过程中，他们从不求打赏，也不通过
和其他主播PK来吸引粉丝、增加流量，他们就是
凭借对知识的热爱、对真理的追求，以实打实的
内容，向网友传播知识、文化与真理，而粉丝的增

加、流量的提升，反而成了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银发知播”之所以能够做得如此淡然、如此

清醒，首先是因为他们从内心真正尊重科学知
识、传统文化，想借助当下盛行的网络直播，把自
己掌握的知识和文化传递给更多人，至于流量的
高低、粉丝的多少，并不是他们开直播间的目的。
其次，则是因为“银发知播”退休前都有稳定的工
作，在自己的领域也有着一定成就，所以并不会
受到直播平台流量的裹挟，可以不问利益、不求
回报，坚持做好自己。

有人退休后去跳广场舞，有人退休后去钓
鱼，退休的老人理应有更多元的选择。“银发知
播”既愉悦了自己，也帮助了别人，还给如火如荼
的网络直播带来更丰富多元的文化生态。通过这
样的直播，他们当然也有收获，那就是在网友的
鼓励、认可、点赞、转发中，寻找到退休之后新的
人生价值。

据媒体报道，3 月 7 日，江苏南京一酒
店在相关单位举办 48 人会议后，倒掉了
43 瓶已经开封的矿泉水，且未在醒目处
张贴反浪费标语，被南京市江宁区市场
监管局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警告，
并责令整改，引发网友热议。江宁区市场
监管局表示，“希望以这个案例为起点，
对于反浪费的工作要全面启动起来，加
大宣传的力度。”

对于会议瓶装水浪费现象，媒体早有
披露。有专家估计，我国每年在会议场所浪
费的瓶装水有上千万瓶。公开数据显示，我
国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一瓶饮用水喝不完，浪费可能很“小”。
然而，一瓶瓶饮用水的浪费加起来，着实不
小。“一瓶水，一场会；会一散，扔一半”并非
小事，而且大量浪费瓶装水，浪费的还有生
产瓶装水的人工成本以及其他资源。

建设节约型社会，就是要从最接地气、
最可行的节约一瓶水、一度电、一张纸、一
支笔等开始，“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
小流，无以成江海”。节水背后还有一笔生
态环保账：节约瓶装水，可以降低生产饮用
水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据介绍，矿泉水水
源地都是由地质工作者勘查、相关部门审
批后才确定的，每瓶矿泉水背后都有一个
天然的生态基地，浪费一滴水都与生态环
境保护相悖。何况，瓶装水带来的塑料垃圾
也不容小视。

由此可见，南京相关部门着眼于“半瓶

水”等浪费开展执法检查，确有必要，一个
48 人的会议，一共提供了 48 瓶矿泉水，其
中 43 瓶都没有喝完而被倒掉，浪费率高达
89.58%。反对“半瓶水”浪费，早就在很多地
方的会议上推行，诸如倡导“光瓶行动”、大
瓶换小瓶、限量提供瓶装水、提倡自带水杯
参会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
施行将近两年，饮用水也是重要的食品，也
应该反浪费。

那么，“半瓶水”应如何处理？事实上，
酒店服务员在开完会或用完餐后，完全可
提醒客人带走没喝完的水；会前也可给瓶
装水加标签，方便饮用者标注记号或名字，
避免因容易混淆而丢弃。早在 2014 年，“瓶
装饮用水消费者识别要求”就写进国家标
准——“鼓励通过打码、印制、连接、粘贴、
喷涂或其他方式，在容量小于600毫升的瓶
装饮用水包装上设置使消费者能够辨认自
己饮用产品的数字、文字、图形、符号或用
于标记的涂层、区域等”。如果“半瓶水”没
被带走，也可攒起来用于浇灌绿植、清洁厕
所等。

当然，节约资源，人人有责，无论“光盘
行动”还是“光瓶行动”，每个消费者都应主
动积极配合，从带走“半瓶水”或自带水杯
参会做起，减少“舌尖上的浪费”。也希望相
关部门、行业协会推动瓶装水生产企业落
实“瓶装饮用水消费者识别要求”，生产推
广记号瓶装水，在瓶身上醒目印上“建议喝
完或带走，不要浪费”等提醒话语，督促不
要浪费。

2 月 底 ，全 国 多 所 艺 术 类 院 校 举 行
2023 年艺术类本科招生考试复试，不少院
校是3年来首次恢复线下复试，引发关注。
据媒体报道，今年各省教育考试部门和各
院校对于艺考生文化课成绩作出更高要
求。例如，上海戏剧学院对今年表演系考
生的高考成绩要求是“不低于所在省（直
辖市、自治区）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分数
线的70%”。

艺考抬高文化课门槛，在社会上引来
一片叫好声，却让不少艺考生感叹：一朝

“捷径”转成空，从此艺考不“易考”！
以往，艺考生录取主要考查专业考试

成绩，对文化成绩的要求偏低。在这种情况
下，只要艺考生专业成绩好，或者还说得过
去，哪怕文化成绩差一些，也有学校读。正
因如此，一些文化成绩差、通过正常高考升
学无望的学生，把参加艺考当成“捷径”，并
且达成了目标。这种现象的存在，又让一些
文化课成绩本来不错的学生产生了“偷懒”
想法，明明在艺术方面没有天赋，却“改行”
做了艺考生。

对此，国家早就进行了纠偏。2018 年
12 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 2019 年普通
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作的通知》
和《2019 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
生基本要求》，将艺术生高考文化课录取
控制分数线从不低于当地二本线的 65%，
提 高 到 不 低 于 当 地 二 本 线 的 70% 或 者
75%。艺考生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提高

后，文化素养偏低的学生“曲线上大学”的
愿望就落空了。

2021 年 9 月，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
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完善招生录取
机制，逐步提高文化成绩要求，扭转部分高
校艺术专业人才选拔“重专业、轻文化”倾
向。随着文化成绩要求逐步提高，艺考生考
取高等院校进一步深造的难度不断增加。

这些都向社会释放出既明确又正确的
信号：只有专业课和文化课兼优的学生，才
有资格进入艺术院校深造。高考是选拔性
考试，要秉持“择优录取”原则，艺术类招生
同样适用该原则。

从事艺术类工作，需要较高的专业技
能，也需要扎实的文化修养。艺术和文化是
相辅相成的。从事艺术类工作，首先要有扎
实的文化素养，否则，不但做不出太大的成
绩，还可能闹出笑话。

包括艺术在内，各行各业都需要高素
质的人才。文化课门槛抬高以后，对于我国
的艺术繁荣发展，在整体上来讲，显然是有
利的。而对学生个人而言，也是好事，因为
只有通过努力学习文化课，才能实现自己
的人生目标，而学习的过程受益最大的还
是自己。

艺考抬高文化课门槛，是提醒更是告诫
那些想走“捷径”的学生，不论是学习还是工
作都没有“捷径”可走。只有勤奋努力、脚踏
实地，才能拥有光明的未来、美好的人生。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发展，语言文字的
使用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网络用语勃
兴，新异的表达形式层出不穷。其中，较为
突出的是很多年轻人出现“文字失语症”，
即依赖网络用语进行交流，致使正常的表
达能力弱化。据媒体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
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王灿龙日前在谈及这种
现象时表示，“长此以往，不利于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水平和能力的提升，也影响学习
和工作。”

“文字失语症”，即语言表达能力弱，词
难达意甚至词不达意，简而言之，就是一种
语言表达困境。

古人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用最合适的语言，表达出内心的真实想法，
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谓推敲，就是
反复琢磨、斟酌字词，最终选出最适合表达
场景的字词。语言表达困境是一种常见现
象。而破除这个困境，当然需要提高自身的
语言表达水平，具备相应的思考表达能力。

在网络时代，表达困境已成为寻常现象，
这当中，有语言使用者自身的原因，比如，表
达能力欠佳，驾驭语言的能力水平不高。可
是，当“文字失语”成为一种广泛现象时，就需
要思考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在互联网世界，快

速、高效是传播的要义，于是各种各样的网络
语言流行起来。但是在长期浸染之下，一些人
的语言表达能力就会有所退化。

令人忧心的是，“文字失语”现象有向
校园蔓延的趋势，一些学生在写作文时会
不自觉地使用网络语言。相比而言，校园中
的孩子更容易受网络世界的影响，他们运
用语言的能力本来就不够强，新词热梗在
他们看来，往往意味着潮流与时尚，他们会
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使用网络语言，长此以
往，语言表达就会受到影响。面对多样的语
言使用场景，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词汇予
以应对，语言的组织能力亦会有欠缺。

引导学生走出语言表达困境，避免“文
字失语”，需要对他们加强教育，其中，学校
教育更是责无旁贷。语文教师需要在语文
教学中规范学生的语言使用，引导学生阅
读经典，积累丰富的语言知识。“腹有诗书
气自华”，读书是治愈“文字失语症”的良
方。学生终究还需要通过系统性的语言学
习，来提升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

应当强调的是，所谓“文字失语”，在很
大程度上，是个人语言表达能力的问题。因
此，学生应当加强阅读和积累。只有如此，
语言教育之于人的效果，才会最终显现。

对很多老年人来说，在老年大
学学习，早已成为生活中重要的一
部分。据媒体报道，近日各地老年
大学纷纷开始春季学期的报名、入
学工作。然而，一边是新学员进不
来，另一边却是老学员不想毕业，
学位供不应求的局面长期存在。各
地有关部门应当积极支持老年教
育向社区延伸，通过支持各种社会
力量举办老年大学的办法，扩大老
年教育资源供给，推动老年教育持
续健康发展。 王怀申 文／图

反浪费就该从会议“半瓶水”开始
文川平

艺考不“易”，人生本来无捷径
谢庆富

治“文字失语”，教育别“失语”
杜建锋

“银发知播”何以“感动中国”
苑广阔

“好人一条街”是城市文明的样本
樊树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