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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重庆的沈家门人徐女士欠下6笔民间借贷，共计50
多万元，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最近，她一反常态积极
还款，12月7日下午到普陀法院执行服务大厅，还上了最后一
笔3.5万元欠款。

为了鼓励徐女士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款义
务，普陀法院依法为其减免了1.7万元案件受理费、执行申请
费。一直欠债不还的徐女士之所以像换了个人似的从善如
流，是为了了却患病老母亲最后的心愿，做一个堂堂正正的
人。

我们为徐女士的回头是岸感到高兴，还要向她84岁的老
母亲表示敬意。这件事充分说明，道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
强调法治的同时，全社会还应加强思想教育、倡导社会正气，
从而夯实道德根基。

社会治理应该坚持法治、德治、自治相融合，因为法律是
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心中的法律，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还有
一句话是，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作为一
位公民，仅仅做到不触犯法律是远远不够的，更应该做个有
教养、有道德的人，这样才能更好地融入社会、成就人生，也
才能更好地尊法守法。

假如说，法律是一剂猛药，那么道德就是温和的滋补品，
看似没有立竿见影的疗效，却有维护社会长治久安之功。许
多像徐女士母亲这样的老人，不一定有文化、懂法律，但视欠
债还钱为天经地义，并且苦口婆心地教育子女。徐女士虽然
当了多年“老赖”，好在她良知未泯，懂得百善孝为先，为了不
辜负母亲的期望，最终幡然醒悟改邪归正。道德在法治中的
作用，可见一斑。

夯实道德的根基，不但有利于减少违法犯罪行为，还能
让社会更和谐、生活更美好。在三年创城中，法治力度在不
断增强，乱扔烟蒂、随意垂钓、违法养犬等，这些原先只被认
为是生活小节的不当行为，都被纳入了依法治理范畴。但同
时也要看到，文明城市是治出来的，更是建出来的。越来越
多的市民不但能严守法律底线，而且能不断触摸道德高线，
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大力弘扬社会美德，这才让城市变
成温暖、幸福。

法治观念、道德修养缺一不可，每个人都要从自己做起、
小处做起。

夯实道德的根基
□白鹭

最近，关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的新闻报道很多。这是因为，最新
一批全国文明城市的入选名单前
段时间揭晓了。对浙江来说，11个
设区市实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满
堂红”，令人感到十分振奋。这一
含金量极高的国字号荣誉，是对一
个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认可
和权威认定，也是反映一个城市综
合性水平的价值品牌。

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很不容
易，有的地方为获得这一荣誉，虽
经长时间不懈努力，最后仍可能遗
憾地未能如愿。杭州今年再度捧
回“全国文明城市”荣誉，实现“四
连冠”，湖州今年实现全国文明城
市市县“全覆盖”，德清在县级城市

中排名第一。这一骄人成绩的取
得当然不是运气使然，而是因为它
们在创建过程中找对了方法、下足
了功夫。

文明城市创建验收检查的是最
终的结果，但创建关键在于过程。
文明看似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处处
存在、时时存在。创建文明城市必
须要找到具体的工作抓手，通过一
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来推
进。以杭州为例，它就通过持续聚
焦老百姓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创
新载体办实事、解难题。比如，因
为子女看望老人时常会遇到小区
车位紧张，2017年以来，杭州在全
市范围内创新推出“孝心车位”，让
小区居民感受到了温暖。这样的

例子很多。
紧抓与老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的

实事，不仅能改善生活、居住环境，
增强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也能让大家直观体会到一个城
市的文明提升。更重要的是，通过
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和制度完善，
有力引导了文明行为，让不文明行
为难以滋生。从老旧小区改造到
农贸市场整顿，从公共秩序严管到
环境卫生保洁，从黑臭水体治理到
噪音扰民问题改善，都可以是创建
文明城市的发力点。

文明城市是在点滴积累中创
建而成的，创建要持之以恒、久久
为功。人须在事上磨，文明创建
要在过程中磨。创建是过程，文

明是结果。过程过硬，才能取得
好的结果。创建文明城市就要在
过程中把好关，一点一滴地积累，
一件一件干实事，设身处地为老
百姓着想，城市的面貌和人的精
神面貌才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
好。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创建
文明城市只是一个起点。当前，浙
江提出要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
现代化，这也可以视作对创建文明
城市的更高要求。对各个城市来
说，要用高标准要求自己，找差距
补短板、扬优势锻长板，更好服务
人民，使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助力以
人为核心的现代化。

（转自《浙江日报》）

文明创建，下足功夫还要找对方法
□李攀

近日，区市场监管分局以农产
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超市、冷库
等为重点对象，对进口冷藏冷冻畜
禽肉、水产品等进行大排查，未进行

“浙冷链”赋码扫码的进口冷链食品
及其制品，一律不得上架销售。

最近，省内诸暨、慈溪、余姚、
鄞州、镇海等多地发现有外地报告
的核酸阳性进口冷链食品流入。
病毒通过冷链传播成为当前疫情
防控面临的一个新情况，在阻断人
际传播链的同时，我们切不可放松

对冷链传播的监控。
从目前情况来看，冷链传播的

主要原因是目前全球仍处于新冠
肺炎疫情的暴发期，各种物体的表
面，包括食品及其包装都有可能被
污染，而且新冠肺炎病毒在低温环
境下能够长久存活，这也为病毒的
跨境长距离传播提供了条件。疫
情防控，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松
懈，所以冷链防疫不能掉链。

冷链防疫要做到环闭式管理需
要各方合力。生产经营者要做好

进口物品运输储存等全过程的消
毒工作，按规加贴“冷链食品溯源
码”，通过浙冷链系统进行信息录
入、赋码和扫码工作，确保产品生
产、运输、销售源头可溯、过程可
控、去向可追。监管部门要切实履
行好巡查、指导、报告三项职责，持
续加大对进口冷链食品生产加工、
存储、运输、销售等环节的病毒检
测，尤其是对加工企业、冷库、商
超、餐饮等重点场所，要加强常态
化疫情监测和风险预警，做到“人、

物、环境”同防。作为消费者，也要
提升自我防范意识，做到认证购
买、科学储藏、健康烹饪。

今冬明春，新冠肺炎疫情的防
控形势依然严峻，而且随着病毒变
异可能性的增大，隐匿性传播的风
险加大，不确定因素增加。因此，
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不放松，在抓
好当下防控工作的同时，增强预见
性。针对防控工作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精准应对、坚决遏制病毒
传播扩散的风险。

冷链防疫不能掉链
□林深

（本版署名文章不代表本报立场）

据报道，长三角马术联赛暨浙江省马术总决赛将于近日在
舟山举办。届时，舟山市民将在家门口一睹策马扬鞭的风采。

马术是一项绅士运动，也是一项时尚运动，这项运动在人与
马的完美配合中，传递出儒雅的绅士气派和高贵气质，目前它已
成为奥运会中唯一一个男女同场竞技的比赛项目。舟山首次引
进举办这类赛事，具有新鲜感，是组织单位拓宽和丰富海岛体育
运动的举措，标志着舟山体育活动正迈向高端化、多样化，也契
合跃马扬鞭奋进中的舟山群岛新区的气质。相信精彩、刺激的
赛事场景，定能激起市民的观赛兴趣。

后疫情时代，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同时，如何激活文体赛事、
搞活体育经济，是一项课题。尽管马术是一项高端赛事，参与门
槛高，但不排斥欣赏的大众化、普惠性；也应该看到，今后将会有
更多人参与到这类赛事中。所以马术赛事需要普及，走入寻常
百姓中。

在舟山，举办体育赛事的优势之一是利用海岛海洋特点，开
展如帆船、帆板、游艇、沙滩排球足球等赛事。另外则是凭借现
有场地，因地制宜引入新颖时尚的赛事，如这次的马术联赛，虽
然在舟山，群众基础不广，但特别吸引眼球。预祝这次赛事能取
得圆满成功。

舟山需更多时尚赛事
□姜焱

近日，宁波奉化莼湖的两组双拖
渔船在东海159海区捕获750多公斤
野生大黄鱼，这不啻是则爆炸性新
闻。最震撼人心的还不是“一网捞
上了近百万”，而是大黄鱼又成群
了，这是几十年来闻所未闻的。

野生大黄鱼“重返东海”的先兆
早已出现。最近几年，舟山国际水
产城屡现渔民捕获的大黄鱼。虽说
每次只有一两条、三五条，但足以说
明浩渺东海已有大黄鱼生存，并且
在不断繁衍。量变必然导致质变，
大黄鱼从零星游弋到成群结队应该
是迟早的事。这份惊喜，来得有些
突然，却也合乎规律。

先是在狂捕滥捞中濒临绝迹，后
是在精心呵护下绝处逢生，野生大
黄鱼命运多舛。竭泽而渔，必然导
致资源枯竭，痛定思痛的人们开始
醒悟。这些年，舟山在连年休渔、增
殖放流的同时，一直潜心于恢复野

生大黄鱼族群的科研攻关。一旦人
们懂得节制欲望、爱护资源，胸怀开
阔的大海就会以丰富的馈赠予以回
报。人们在惊喜于大黄鱼成群的同
时，更应坚定保护生态的信心和决
心。岛屿海洋就是绿水青山，这是
普陀人一贯秉持的理念。更好地养
海护海，才能世世代代靠海吃海。

当然，一网捕获750多公斤野生
大黄鱼，还不足以证明大黄鱼族群已
经再生。而在生态复苏过程中，这些
集群的大黄鱼无疑承担着繁衍后代
的重大使命，尽收网底实在令人心痛
不已。有网友留言说，这一网下去，
又会20年不见大黄鱼吧。实际情况
或许不至于那么严重，但可以肯定的
是，相比于渔民“一网捞起百万元”，
无形资源的损失更加惊人。

野生大黄鱼繁衍的速度跑不赢
狂捕滥捞，历史留下的惨痛教训不能
忘却。想当年，黄鱼多得家门口都可

以捞，以至于得动员人们吃“爱国
鱼”。然而，经不起群雄逐鹿的野蛮
捕捞，野生大黄鱼开始悄声匿迹。经
过多年小心翼翼的涵养，大黄鱼虽然
重新露面，但生态链依然相当脆弱，
根本经不起大网头的无情捕捞。

为此，浙江海洋大学大黄鱼资源
重建团队发出呼吁，渔民不要再去
大黄鱼越冬海区围捕大黄鱼，捕到
零星大黄鱼后将其放归大海。没有
买卖就没有杀戮，广大市民尽量不
吃野生大黄鱼。专家的呼吁，应该
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只是，不让渔
网误捕野生大黄鱼着实不易。而
且，在“一网捞起一百万”的巨大利
益面前，有多少人能抵挡住诱惑？
能否保护好野生大黄鱼资源，不仅
是对良知和理性的检验，也是对科
研水平和治海能力的考验。不让

“公地悲剧”在大海重演，更需要科
技导航、法律护航。

奉化渔民捕获 750余公斤野生
大黄鱼后，除了各路记者闻讯而至，
科研人员也迅速赶到现场取样调
查。这些大黄鱼是何来路、有何特
性，还有待于深入研究。渔场态势
已发生变化，野生大黄鱼的洄游线
路、越冬海域也都有待于重新认
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只有
把野生大黄鱼的生存规律研究透，
才能有效采取保护措施。

事实证明，不断延长、完善的伏
休制度虽起到了保护资源的积极作
用，但依然无法避免野生大黄鱼误
入渔网。这就需要依据科研成果，
有的放矢地出台精细化保护举措，
进一步为伏休制度打上补丁。有必
要启动地方性立法程序，尽早为保
护野生大黄鱼立法，通过规定时间、
规定区域的禁渔，为正在恢复性繁
衍的野生大黄鱼提供安全的绿色通
道和温暖故乡。

黄鱼成群让人欢喜让人忧
□小井

现在近视的孩子越来越多，一些
商家就“瞅准商机”，推出号称能“隔
绝电子蓝光、防近视”的儿童专用防
蓝光眼睛，价格从几百元到上千元
不等，还颇受家长欢迎。但是，专家
给出专业解释，防蓝光眼镜主要功
能是减少有害蓝光，至于能否缓解
近视则尚无定论。孩子近视问题令
人揪心，视力纠正产品市场问题也
值得关注。

儿童青少年近视，不仅仅是一
个健康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课业负担重、竞争压力大、户外活
动少，让学生近视呈高发、低龄趋

势。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一项研
究报告显示：中国有近视患者达 6
亿人，青少年近视率居高不下。孩
子近视，家长自然忧心，如果能帮
孩子摘掉眼镜，多花点钱也愿意，
这样的心理需求自然就催生了相
应的市场。

如今，市场上各类被冠以高科技
之名的视力矫正产品层出不穷，宣
称的治疗效果也十分诱人，3D、5G
等概念也的确吸引眼球。借助制造
概念，有护眼机构甚至开出了上万
元的治疗单。对家长而言，“万一有
效”的心理驱动他们为高价买单，但

是病急乱投医之下，这钱可能真的
花得冤枉。

我国《广告法》规定，医疗、药
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含有表示功
效、安全性的断言或者保证的内容；
除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外，禁
止其他任何广告涉及疾病治疗功
能，并不得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使
推销的商品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
淆的用语。对那些以护眼之名、行
骗钱之实的，相关部门要坚持有法
必依、执法必严，强化监管，坚持查
出无效产品、无良商家。

除了非法产品，目前市场上的大

多数视力矫正产品都如雾里看花、
不辨真身，就像蓝光眼镜真的防得
了蓝光，但治不了近视。面对商家
的制造概念、偷换概念，家长需要更
加理性地看待视力矫正。此前，国
家卫健委已经明确，在目前医疗技
术条件下，近视不能治愈。所谓“康
复”“恢复”“近视治愈”等表述，纯属
误导。对家长来说，与其事后病急
乱投医，不如事先多帮助孩子养成
健康用眼习惯。同时，教育部门要
将学生视力管理纳入素质教育的范
畴，劳逸结合、合理用眼，才能给孩
子一双明亮的眼睛。

视力矫正谨防矫枉过正
□子陌

近日，“无忧酒坊”借着路下徐网红村之风，在媒体上吆喝了
一回，提振了名气。

普陀将美丽乡村建设一张蓝图绘到底，除了政府部门加大
基础设施投入，“吆喝”功不可没。影视剧《后会无期》催化了东
极的红火，“朋友圈”发酵了塘螺最美公路，相关部门的茶展、汉
文化、旗袍秀等各类活动搭台唱戏，扩大了展茅美丽乡村的影响
力和知名度。虽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其实黄婆卖瓜，还需自
卖自夸。毕竟现实社会是一个网络世界，美丽乡村不单单是饱
人眼福，更重要的是带动一方经济，富裕一方百姓。

当前，网红打卡地催热了展茅的民宿经济、果木产业以及花
茶、稻米等农副产品销售，小巧实惠的特色店铺也应需而生。试
想，在寒冷的冬日，饮一杯甜糯的米酒，驱除一身寒气；或与三两
好友，围炉而坐，饮酒喝茶；或独隅一角翻书品茗；或徜徉在花海
溪水边，这是何等的悠闲向往。如想把这些美好带给身边的每
一个人，这就少不了吆喝。

在后疫情时代，经济发展内循环尤为重要，美丽乡村经济又
相对开放，为此，各地各村要开嗓勤吆喝，让村里的美景、美食走
入更多市民的视野里，相信普陀这座海上花园城市的魅力会更
足，百姓的幸福指数也将更高。

酒香更需勤吆喝
□清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