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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绝不是单方面的施舍，而是
一种有生命力、生长性的互动，通过公
益，激发受助者内心的动力，让他们自
己能成长起来，这样才能构筑起一个
充满生机活力的和谐社会。这样的公
益之爱，才是真正的大爱。

无锡水污染防治已进入攻坚战阶段。这几
年，我市在全面建立市、县（区）、镇（街道）、村
（社区）四级河长制的基础上，一些地方又设立
“企业河长”，目的就是打赢此场水污染防治硬
仗，努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河长制利于治水，目前逐步在全国推广。
自 2017 年以来，我市一些地方又大胆探索和
试点，在部分工厂密集的工业园区，由企业认
养园区内或园区周围的某条河流、某个河段，
一些企业负责人由此成为“企业河长”，以此
打通河道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2018 年 4
月，锡山区首批 15 位“企业河长”走马上任，
担负起治污控污的社会职责。

毋庸讳言， 企业排放一直是某些河道污
染物的主要来源， 特别是一些排放量较大的
企业， 成为环保部门监管重点甚至是限期整
改的对象。 一般而言，“企业河长”对污染物的
排放比较清楚，由他们出面管理河道，可谓内
行监督内行，即使是很隐蔽的违法偷排现象，
也很难逃过他们的“法眼”。 同时，由于“企业
河长” 往往由当地环保工作做得好的企业负
责人担任， 他们自身素质过硬， 由他们担任

“河长”， 不仅对他们治理自家企业污染能带
来更大的动力， 而且由于他们在当地行业内
具有较大影响力， 由他们紧盯污染企业也就
具有较强的约束效果， 可以对环保部门的日

常监管起到较好的辅助作用。
从一些地方的实践看，“企业河长” 大多

数热心于当地河道保护，诸如开展河道清理、
违规排放巡查、岸边植被种植养护等，较好地
体现了企业家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因
此，由这样的“企业河长”严格治污，就可以起
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引领和带动其它企业增
加环保投入，加强污染治理。 这样，许多企业
就会由政府的重点监管对象， 变成与政府携
手治污的伙伴。

不过，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市“企业河长”
数量还不多，有的“企业河长”在治污上不愿

“出大力”，治水仍“势单力薄”。 这就需要政府

部门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 对整治河道有功
的企业给予荣誉或奖励， 以充分调动企业家
的积极性， 吸引更多企业家加入到管河治污
队伍中来。 在这方面，不妨借鉴浙江绍兴、山
东青岛等地的做法，对“企业河长”建立奖优
和淘汰机制，让“企业河长”主动作为、敢于作
为，尽心尽力履行职责。

当然，有了“企业河长”之后，行政河长的
职能仍不可代替， 两者仍需步调一致相互配
合。 只有多方合力齐抓共管，在无锡广袤大地
流淌的众多河道才能呈现碧水长流的美景。
（作者系沈阳建筑大学客座教授、中国高

空机械与吊篮产业联盟理事长）

把“企业河长”的内行作用发挥好
□ 吴仁山

公益贵在激发受助者自身成长动力
□ 姚静芳

公益本应该是一个美好的字眼。 随着
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公益也迎来了它的
春天。 就拿无锡来说，线上线下各种公益活
动如同百花争艳般竞相绽放， 给城市增添
了一份绚烂温暖的底色。 但是， 我们也发
现，有些公益活动看起来热闹繁华无比，却
难免有形式主义、作秀之嫌。

君不见，养老院、福利院等机构，平时
冷冷清清，一到特定节日则人满为患。 有报
道说， 曾有老人一天里被拉出来理了三次
发， 福利院的孤儿则收到一堆用不上的化
纤书包。“公益人士”来去如风，轰轰烈烈
来，大张旗鼓搞，摆“pose”、拍靓照，忙得不
亦乐乎。 有的捐助钱物不过区区数千元，但
是花在搭舞台、做布景上的钱，却远远不止
这个数。 还有的， 把赴贫困地区的公益活

动，变成了游山玩水的“小资游”，在朋友圈
赚得点赞无数就算心满意足了。

当然，大家都热衷于做公益，至少说明
人们心里还有一个良知的天平， 即认为做
公益是好事， 对于社会舆论和价值观引领
来说， 也能起到正向引导作用。 公益是好
事，既然做了，就踏踏实实、表里如一地做
好， 真正发挥公益的作用， 而不仅仅忙于

“作秀”，忘记了做公益的“初心”。
要把公益一以贯之地做好，首先，每个

人应正本清源了解公益的本源和目的。 洛
克菲勒曾经说过，不经思考的施舍是一件
不负责任的事。 有的人做公益，也许只是
为了完成被摊派的任务，或为了给自己扬
名，甚至只是为了让自己心理上得到某种
程度的满足，而忽视了公益的本质目标是

要让受助者成为核心。 其次，做公益也要
讲究效率。 不容否认，每个人都有自己做
事的立场和出发点，在做公益时，也不需
要完全否定自己的利益，比较好的做法是
把个人的私利和社会的公利结合起来，让
双方都能从中受益。 用商业的模式来做公
益未尝不是一种值得鼓励倡导的方法。 商
业讲究效率，互利互赢的做法有利于公益
长效、可持续发展，让公益项目的运作更
加富有成效。 再次，公益绝不是单方面的
施舍，而是一种有生命力、生长性的互动，
通过公益，激发受助者内心的动力，让他
们自己能成长起来，这样才能构筑起一个
充满生机活力的和谐社会。 这样的公益之
爱，才是真正的大爱。

（作者单位：无锡市委统战部研究室）

快乐暑假需要安全“兜底”
□ 孙维国

暑假到了， 很多家长都忙着帮孩子报
兴趣班、辅导班，但家长们也不能忽视孩子
的安全问题。实际上，孩子暑假安全是一个
年年重复的老问题，从预防溺水，到注意交
通安全，再到安全用电用气等，所有这些安
全问题孩子暑假期间都可能遇到， 但孩子
在遇到这些安全问题时是否能正确应对就
难说了。 殊不知，能翩翩起舞的孩子，可能
是一个“旱鸭子”；能熟练弹琴的孩子，可能
对安全用电知识一无所知。

对于孩子而言，每一个安全知识的缺

失，都是一个潜在的安全隐患，而每一个
安全隐患都是安全事故的“导火索”。孩子
的安全教育需要政府、社会、学校和家庭
齐抓共管， 但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作为孩子安全教育无可替代的关键一环，
家长是否重视孩子的安全教育至关重要。

家长重视孩子安全教育当然不仅仅
在暑假，但暑假期间的安全教育无疑更为
重要。这是因为，两个月的暑假，孩子离开
学校， 家长也不可能 24 小时陪在孩子身
边，孩子独处的时间相比平时上学要增加

很多，孩子的安全问题由此更加突出。 比
如暑期天热，孩子喜欢玩水，儿童溺水事
故不鲜见， 往往是由于家长疏忽管护引
起。 因此，家长们要通过耐心细致讲解和
手把手示范，让孩子学习安全常识，带孩
子外出游玩时， 也可以借机进行安全教
育。

快乐暑假需要安全“兜底”，健康成长
需要安全护航。重视孩子安全教育，暑假、
寒假都是非常好的时间段，家长们要当好
孩子们的安全老师。 （作者系公司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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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需要更多
24小时在线“安全屋”

□ 时晓

这两天，“女子深夜街头遭男子暴
打”的视频牵动全国网友的心，视频中男
子的恶行引发众怒， 女子夜晚单独外出
的安全问题也让网友们“玻璃心”起来。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安全需求
是仅次于生理需求的人类第二层次需
求。人无时无刻不需要安全，特别是置身
陌生的地方或是夜晚， 这种时空的不确
定性更会加剧人们的不安全感和恐慌心
理。

城市范围的扩大、人口流动的加快，
让人们对安全感的需求不断增长， 对城
市管理者的治安管理能力也提出更高要
求。 除了现有的网格化管理、路面巡逻、
电子摄像头监控等人防加技防模式，还
有没有让人们更有“体感”的治安管理措
施？前不久，上海市闵行区利用沿街小区
的门卫室、24 小时便利店布点设立了首
批 6 个“安全屋”，配备了强光手电、钢
叉、防刺手套等防暴装备和急救箱，保安
和营业员事先也接受了派出所的培训，
能有效应对突发情况。

要打造更高水平的平安之城， 仅靠
派出所和民警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
需要发动社会力量群防群治。“安全屋”
实际上是对治安资源的开发和共享，通
过对现有的社会场所人力、 物力的有效
利用，降低了大规模警力下沉的成本。这
些“安全屋”就如一个个 24 小时不打烊
的“派出所”，让人们能更便捷地寻求到
帮助，对不法分子、黑恶势力也是一种有
效震慑，可以说照亮了“城市的灰暗”，增
强了人们的安全感。

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是最普惠的民
生产品，也是做优营商环境的重要一环，
布点设立“安全屋”的创新做法值得我们
学习借鉴。 不妨鼓励、发动小区、机关事
业单位、便利店、银行等加入进来，增加
布点密度，培训一批治安志愿者，建立警

“屋”联动机制，制作手机版“安全屋”地
图，让人们尽享平安、幸福生活。

垃圾分类怎么提质提速？

垃圾分类
也要信息技术助力

□ 陶象龙

哪些是湿垃圾？哪些是干垃圾？哪些
是有害垃圾？哪些是可回收物？据说现在
上海的小伙伴已经要被垃圾“逼疯”了，这
虽然有玩笑的成分， 但也说明人们对垃
圾分类知识的渴求。无锡市也将于 9月 1
日起施行垃圾分类规定，很多市民都在朋
友圈义务科普起垃圾分类知识。

要让垃圾分类早日成为新时尚，也
要多一些信息技术新手段助力。近日，搜
狗公司在业内首推“垃圾分类智能查询”
功能， 帮助居民便捷实现准确垃圾分类
投放。目前搜狗搜索收录的数据是在《上
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南》 列举的
104 种物品的基础上， 进行了更为详尽
的扩充，覆盖的垃圾数量已经达到 1300
多种，并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笔者体验
了一把该查询系统，感觉很开眼界。

眼下，很多市民对于垃圾分类的“种
类”都有所了解。但对于一些不常见的垃
圾如何“分类”，往往会遇到一些困难。比
如，塑料瓶属于什么垃圾？有人会认为属
于有害垃圾， 有人会认为属于可回收垃
圾。 而现在有了“垃圾分类智能查询”线
上查询，一切都变得很简单。塑料瓶属于
可回收垃圾。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这是一
句耳熟能详的垃圾分类口号。 由此也让
人想到了这样一句话———网上查一查，
垃圾分类更轻松。

如果市民不知如何分类垃圾时，打
开手机“查一查”，确实非常方便。更重要
的是，如果市民养成查询的习惯，垃圾分
类则会更加“精准”和“高效”。

其实， 市民上线查询如何进行垃圾
分类，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查询的次数
多了，学习的内容也就越来越多，不知不
觉就会成为垃圾分类的“达人”。 如果我
们身边这样的“达人”多了，垃圾分类的
文化就会深入人心， 在全社会形成一种
垃圾分类的氛围。

说到信息技术助力垃圾分类， 笔者
想到了现在在无锡很多小区风靡的小黄
狗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 因为把可回收
物投进相应的箱体中， 所得的金额会立
刻返至个人账户， 所以市民分类投放积
极性很高。目前智能回收机只对塑料瓶、
纺织物、废纸板等回收物有现金返还，对
一些低价值回收物品没有现金返还，建
议政府部门能进行相应补贴， 提高市民
垃圾分类积极性， 让垃圾分类成为城市
新时尚。 （作者系公司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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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微电台的魅力
源自接地气

新闻回放：南京市鼓楼区凤凰熙岸社

区微电台开播三月受到居民欢迎。微广播

节目由社区居民自发主持，所办栏目挺接

地气：“实事新闻”注重政策宣讲，关注社区

大事，讲述居民生活新鲜事；“邻里留言箱”

则接受居民来稿，还提供服务类信息等。

（据6月27日《南京日报》）

快评：微电台受到社区居民的欢迎，魅
力源自接地气的内容。社区开播的微电台，
播发内容也与社区居民的需求紧密相关，
容易得到居民的欢迎和支持。 从社区治理
的角度来看， 用居民自己的声音报道时事
新闻，传播各项惠民政策，褒扬身边的好人
好事，也有助于建立更加友善的邻里关系，
形成邻里守望的良好氛围。另外，微电台也
让居民从被动接受转变成主动参与， 有助
于激发更多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
让居民真正来做社区的主人。 （王皖杰）

探寻垃圾分类堵点
要多听听居民意见

新闻回放：6月29日，上海市金山石

化街道举行了一场垃圾分类居民协商会，

各社区和街区的40名居民代表各抒己见，

并群策群力提出一系列解决问题的“草根

方案”。有人提出，有人乱扔垃圾，可志愿者

不具有执法权，该如何避免争吵、并留下证

据；还有人建议，年轻居民对湿垃圾“破袋”

表示为难，不妨在垃圾桶内安装钉子、锯齿

等直接破袋……这些“吐槽”和建议，让街

道和社区干部大受启发。

（据7月1日《解放日报》）

快评：做好垃圾分类，要用好百姓智慧
这个富矿。通过群策群力，更容易发现当前
垃圾分类工作在细节上的堵点、难点，从而
为更好地实现垃圾分类寻找方法、 创造条
件。 另外，重视听取居民的意见，也能够激
发他们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 （木青）

热闻
快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