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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
评说

春华秋实，秋天是金色的，是收获的季节。在现

代城市，可能很多人难以体会到田间收获的喜悦。

秋高气爽也是出游的好时节，家长们不妨趁着周末

和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带着孩子一起去乡村走

走，参加采桔子、挖红薯、割稻子等劳动，既能锻炼身

体，又能让孩子勤俭节约、珍惜盘中餐，还能让孩子

更多了解农耕文化、记住乡愁。

（洪萍 文 宗晓东 作）

去乡间感受浓浓秋意

趣图
说事

乡村振兴战略里包含有生态宜居、 治理
有效两大块内容， 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是重要抓手。 从无锡各地的做法来看，通过
强化政策执行和加大财政投入， 农村垃圾处
理、污水处理、“厕所革命”和建房管理都在有
序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取得了一定
成效。 通过整治提升，垃圾、污水有了去处，健
身设施也建了起来，村容村貌有所改观，宜兴
有村庄还引进了专业化的物业管理服务，让
整治效果能常态化。

但也要看到，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内
容多，牵涉面较广，推进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
问题，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乡村特色
不明显。 部分基层在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的过程中经常是对照上级文件直接照搬，缺

乏转化执行， 没有很好地结合各村特色因地
制宜、分类施策，一定程度上使得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千篇一律，留不住“乡愁”。 其次是环保
意识不够强。 在推进整治过程中，由于村民环
保意识淡薄， 缺乏遏制环境污染的主观能动
性，生活垃圾乱堆乱放时有发生，常常会出现
整治完又污染的现象。 此外， 参与机制不健
全。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需要政府、企业与村民
的广泛参与， 且村民始终是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的主体。 由于农村居民受传统生活习惯的
影响,� 加之农村老龄人口比较多， 对农村生
活污水、生活垃圾造成的环境影响缺乏认识，
对人居环境的整治还持有怀疑态度,� 对污水
纳管等设施建设行为不能充分理解， 参与程
度较低。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要巩固， 从根本
上来讲要在广大农村加快形成绿色生活方
式，就必须着力提高村民群众的环境意识。 一
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 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广
泛宣传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对居民生活的影
响， 提高农村居民对农村人居环境重要性的
认知， 把生态道德和行为习惯纳入乡村的日
常生活中来。 还可以通过制定村规民约，积极
发挥乡村志愿者、 农村党员干部等的指导监
督作用，强化道德的“软”约束，让环保意识、
生态意识深入人心。 另一方面加大农村公共
服务资源投放，通过农业技术服务、垃圾清运
设施建设、送医下乡等方式，为农村群众提供
更好更便捷的绿色生产、生活服务，使村民真
正享受到绿色生活带来的好处，让“天蓝地绿

水清”成为农村群众的认知自觉和行动自觉。
从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实践来看，

整治的内容依然是根据上级部门政策要求和
资金去向确定，缺乏科学、细致、有针对性的
整治规划。 建议各地根据村庄不同区位、不同
特色、 不同人居环境的现状分类有效制定详
细的规划及实施方案， 明确不同村庄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的重点内容。 作为江南水乡，无锡
各地古村古镇众多， 应结合传统村落和传统
民居建筑保护工作， 稳妥开展传统建筑保护
修缮，弘扬传统文化、彰显江南地域特色，真
正实现农村人居环境和地域文化相结合，让
美丽乡村建设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

（作者单位：宜兴市周铁镇党政办）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民始终是主体
□ 金 成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需要政府、企业与村民的广泛参与，且村民始终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主体。要提高农村居民对农村
人居环境重要性的认知，把生态道德和行为习惯纳入乡村的日常生活中来。可以通过制定村规民约，积极发挥乡村志愿者、农
村党员干部等的指导监督作用，强化道德的“软”约束，让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深入人心。

桂花飘香招人爱
怜香惜花不伸手

□ 裘永义

金秋时节的锡城， 无论是公园景区
还是马路绿化带或者是居民小区， 都能
闻到桂花的芳香。 金灿灿的桂花惹人喜
爱，自然引来众多的赏花客。但也有一些
赏花客难改向花伸手的不文明习惯，将
本该共赏之花占为己有。比如，经常可以
看到有人折下一串串桂花枝带回家插在
瓶里；有的则在桂花树下撑起遮阳伞，然
后猛烈摇晃桂花树， 收集掉落在伞中的
桂花带回去制作桂花浆……这些行为不
仅伤害花木， 也搅扰了人们赏花时的好
兴致，与文明城市氛围格格不入。

一直以来，政府和园林绿化部门投入
了大量的财力人力，精心构思打造绿色生
态、鸟语花香的景观城市。作为赏花人，有

“赏”的权利，也有珍惜和爱护的义务。“独
乐乐不如众乐乐”， 文明赏花折射出的是
一个人的社会公德意识。 路边杨梅、枇杷
挂果了，不能私自采来吃；银杏树上的白
果熟了，也不能私自用竹竿打下来回家享
用；同样，桂花开了也不能折回家独赏芬
芳或将桂花做成美食享用……赏花行为
文明与不文明的根本区别在于，能否做到
共享景观不占为己有。

从摇桂花树联想到春天有人为拍
“樱花雨”猛摇樱花树。应该说，为了禁止
赏花者乱伸手的不文明现象， 保护花木
不受伤害，相关部门也是想尽办法。比如
增派人手加强看管， 采用各种方式善意
提醒等等，但收效有限。减少赏花者不文
明举动，不能只停留在看管和教育上，应
该按照相关管理条例，对违者动真格。只
有不文明赏花者受到相应惩处， 才会有
所畏惧，管住自己的手。

（作者系公司职员）

邀你互动 编者按：出得厅堂，进得厨房，工作生活两不误是很多人向往的理想生活状态。如今，快餐店、外卖等为人们填饱肚子提供了更多

选择。尽管家里就有厨房，但是不开火做饭的“90后”却越来越多。有人认为工作繁忙，做饭成本不比外卖低；也有人认为“炒炒爆爆”

有利于凝聚情感。本期“邀你互动”栏目围绕“90后”不怎么开火做饭话题进行讨论，欢迎专家学者、市民等来稿参与互动、提出看法。

“90后”不开火做饭的越来越多，你怎么看？

热闻
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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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厨做饭受益良多
□ 孙维国

下午五点一刻下班， 到超市买菜，回
家做饭烧菜， 这是笔者每天的“规定动
作”。 除了出差、加班、应酬等特殊情况，
每天下厨房做饭的生活方式已经坚持了
30 多年。 个人的体会和感受是，自己下厨
做饭，不仅仅有利融洽家庭关系，还能锻
炼动手能力、学习能力、创新能力，修炼
耐心、静心、审美等个人素养，并有益健
康，节省费用，可谓益处多多，其乐无穷。

自己做饭，买菜、洗菜、切菜、炒菜等
整个过程，都需要自己动手去做。 这些看
似很简单的小事，久而久之，就能在无形

之中提高自己动手能力。
做饭烧菜虽不是难事，但要想做出色

香味俱全的可口饭菜， 必须要不断学习。
以前买烹饪书籍回来看，对照书上的菜谱
烧菜。 现在在手机上学，各种烧菜小视频
网上应有尽有，看视频学着做，几次实践
就能学会。 经常学习做饭烧菜，对养成学
习习惯大有裨益。 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
的。

除了向书本和他人学习做饭烧菜，笔
者还喜欢自己创新各种菜系做法。这种创
新并非做什么大菜，而是结合家人饮食习

惯，在菜品搭配、烹饪方式上进行“小改
小革”，既改换了口味，又提升了厨艺。

做饭烧菜能够修炼耐心、静心、审美
等个人素养。 比如，买菜、洗菜、切菜都不
能心急， 尤其是切菜， 要一刀一刀切，切
条、丝菜时，更要保持耐心，不可操之过
急，否则，切出来的条、丝就粗细不一，甚
至把手划伤。 又如，每天买菜做饭，一家
人围坐在一起， 在一天天平淡日子中，浮
躁的心会慢慢静下来。 还如，在学习做饭
烧菜过程中，对中国烹饪文化有了更加深
入了解， 烹饪文化中包含的民俗文化、地

域文化，会开阔人的视野，提升人的审美
意识。

最欣慰的是， 女儿在笔者的影响下，
上初中时就自己动手做饭，现在大学毕业
工作， 晚上下班也自己下厨做饭。 她说，
自己做饭不但吃得干净卫生，而且是一种
享受。

常吃外卖不利于身体健康。不少人工
作很忙没时间做饭，“十指不沾阳春水”
当然不会饿肚子，但却失去了下厨做饭的
乐趣、享受，是一大遗憾。

（作者系公司职员）

做饭不仅是技能和仪式，更是管理生活
□ 江 湉

互联网的发展让更多配送业态涌
现，“宅文化”催生了外卖 ，让吃穿用都
可以线上下单送货到家。 做饭也不再是
必备的生活技能， 甚至成了工作之余生
活的调剂， 成为热爱生活的一种仪式，
偶尔做个菜都要好好拍张照犒劳一下自
己。 另外，年轻人在大城市合租，占用公
共厨房做饭也比较不便。

不可否认， 现代工作生活的节奏加

快，压缩了传统的家庭式做饭时间。做饭
一直不是一个简单的烹饪过程，从买菜、
洗菜、烹饪到洗碗、收纳，整个流程走下
来才是完整的“做饭”。虽名为“做饭”，实
则除了米饭， 还需要搭配荤素， 酌情咸
淡。尽管现在有洗碗机、洗菜机等各类现
代机器辅助，但做饭以人为核心，一些必
要的工序仍不得省减。因此，与其以工作
忙为理由懒于做饭， 不如把好好做饭看

成是对自己生活的管理。
民以食为天，一顿不吃饿得慌，既然

生活中有此必需环节就要好好安排，用
心维持 。 如果有自己能烹饪的厨房空
间， 能计划好一天或几天的菜品， 提前
选材购买， 下班后认真做一顿晚饭，可
以让自己的生活依旧井井有条没有失
控。 就像很多人开始挤时间健身跑步，
把这看作是对自己身材的有效管理一

样， 对入口食物用心选择、 耗时制作何
尝不是对生活的管理。 对于家庭而言，
一家人能欢聚一堂， 搭伙做饭， 必然有
交流、 有配合、 有温度。 俗话说众口难
调， 能把一家人的胃口平衡好， 也是和
谐家庭的艺术。

做饭不难，工作再苦再累，厨房总能
让生活热气腾腾。

（作者单位：苏州工业园区统战部）

乡村振兴大家谈

背街小巷绿化
不妨试试立体花墙

新闻回放：被堆物堆料和乱停乱放

塞满的小胡同，平时连错车都费劲，怎么

进行留白增绿？北京市天坛东门不远处

的文章胡同另辟蹊径，几易设计方案，将

200多平方米的绿化全部“上墙”。国庆

前，一段延续150米长的绝美立体花墙

在胡同亮相，让胡同百姓一出家门顿觉

眼前一亮。（据9月19日《北京晚报》）

快评：开门就能见绿，是许多市民所
渴求的， 但在道路狭窄的背街小巷这个
愿望并不容易实现。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
馆路街道另辟蹊径， 在胡同里建起了立
体花墙，既美化利用了原有墙体，又扩大
了绿化面积，可谓一举多得。联想到无锡
正在进行的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提升工
作，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城市的美化，
比如背街小巷居民对美化、 绿化的需求
就很高，向空中要土地、建立体花墙是一
个可以借鉴的做法。无锡四季分明，根据
季节变化更换花盆中的花卉品种， 还能
让居民四季都有不同的花赏， 相信会是
一个暖心又有创意的好做法。 至于有人
可能担心的管理问题， 也可以试试发动
居民认养花卉， 发动大家一起把好事做
好。 （时晓）

社区公共客厅
别让居民有“客人”之感

新闻回放：最近，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26个居委会全部改建成“邻聚”社区

公共客厅，居民可以在这个温馨天地里

开个小会、惬意休憩，做简单的自助体

检，还可以开展多样的文化活动；居委干

部们没有了固定工位，共享办公模式颠

覆了他们的原有工作方式。

（据9月17日《解放日报》）

快评：居委会变身社区公共客厅并
不稀罕，稀罕的是变身社区公共客厅后，
居委干部们连固定工位都没了。 共享办
公模式下， 原本行政色彩浓厚的办公室
不见了，社区的形象也更亲民。这背后是
基层服务理念的变化。 有的社区也想把
居委会变成社区公共客厅， 但居民来了
之后总会有做“客人”的感觉。 比如缺乏
弹性的工作时间、 行政色彩浓厚的办公
室等，都容易让居民敬而远之。上海市的
做法破除了社区和居民之间的隔阂，让
居民愿意走进居委会， 更有社区主人的
感受，值得借鉴。 （王皖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