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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你互动

无锡步道，你怎么看？数字化转型，要“为人而转”
现在无锡正在大力推进数字经济提速和城市数字化转型工作，加快发展数

字经济、推广多元数字应用场景。数字化转型是件大好事，可以提高治理效能，
给市民生活带来诸多便利，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要注意听取市民心声，了解
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有没有需要及时解决的问题，比如共享单车电子围栏不好用
就常被市民吐槽，部门之间数据未打通也给市民办事带来不少困扰等。本期时
评版刊登了两位读者的来稿，他们以自身或朋友的亲身经历为例，诉说日常生
活中数字化工作不彻底带来的问题，目的是期望相关部门、市场主体能提升数
字化工作水平，让数字化更好地起到优政兴业惠民的作用。

一起想办法
帮助毕业生就业

趣图
说事

古道，或依山傍水，或荆棘遍布，虽
早已失去了联通商贸、出行必经之功
用，却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无
锡有丰富的古道资源，应加以合理开发
利用，让古道焕发新生机，成为大众休
闲新选择。

古道徒步集人文、历史、风景、探险
于一体，无锡的古道各具特色，滨湖区
胡埭状元古道因与无锡历史上多位状
元的不解之缘而得名，马山冠嶂古道登
山远望风景如画，龙山步道蜿蜒于阖闾
城遗址一带，诉说着吴文化的神韵，军
嶂古道风光秀丽、山势险峻考验耐力。

徒步爱好者们常常会根据路线的
长度、地形险峻程度、海拔落差等各类
因素对古道分级排名，如：初级休闲型、
中级户外型、高级挑战型等。无锡的古
道也应因地制宜、多元开发，或让人短
途健身休闲，或让人欣赏人文风景，或
让人长途跋涉探险，并挖掘各自特色，
进一步加强宣传引导，这样一来，不仅
能受到徒步爱好者青睐，更能让大众结
合自身年龄层次、体力情况和兴趣爱
好，选择适合自己的古道徒步。

古道的开发还需适度合理。古道
之所以“古”，其古朴沧桑之感最吸引
人，不同于现代化的健身步道，对其开
发建议依古建古、古中有雅，在尽量保

持古道原貌的基础上，对安全防护、线
路规划、补给点设置、景观体验等进行
优化。邀请专业景区策划公司结合古
道实际情况合理规划，适当修缮古道路
段，保留一定的砂石道路，在合适路段
铺设木栈道，在坡度陡峭路段铺设石
阶、安装防护栏，在深山处保证手机有
信号，既能确保游客安全，也能提供多
样路况的徒步体验；补给点、厕所、垃圾
桶、指示牌、广播音响等设置尽量环保，
外观与古道古朴的风格协调一致；在沿
途还可以发掘适宜观景的观景点，一步
一景，供游客休憩时欣赏。

至于古道经营方面，在政府指导下
探索融入商业模式不失为可持续发展
路径，既能保护传承古道文化，也可以
给游客提供更优质多元的服务。对历
史人文底蕴深厚的古道，可以安排导游
讲解或提供自助讲解机租赁，让游客身
临其境与古人对话；在古道旁边开辟幽
静小路通往乡间茶园，采茶炒茶、采摘
瓜果，会让人体验到返璞归真的乐趣；
为了鼓励更多大小朋友认识古道、爱上
徒步，还可以引入拓展训练机构入驻，
通过组织形式多样、体验感强、寓教于
乐的亲子活动，或由专业人士充当向导
带队挑战，让更多人乐享其中。

（作者单位：无锡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为古道注入新元素新活力
□ 蔡淑野

广场舞扰民、机动车炸街、居民楼楼上跳
绳……类似的噪声，一直都为人诟病。6月5
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正式
施行，标志着防治噪声污染工作迎来新节点。

噪声很常见，危害性也很大。生态环境
部发布的《2021年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
告》显示，在“全国生态环境信访投诉举报管
理平台”接到的公众举报中，噪声扰民问题排
在第二位。医卫部门发布的卫生健康信息则
显示，噪声易导致市民神经系统衰弱和神经
系统功能失调，会产生头疼、偏头疼、失眠等
疾病。从社会危害来看，噪声也是引发邻里
纠纷的重要原因之一。

噪声污染是长期存在的现象。近年来，
人们对噪声污染反应更加强烈，因噪声而引
发的矛盾越来越多。何以如此？这与公民的
权利意识觉醒和对高质量生活的追求有密切
联系。不难想象，在经济条件不够宽裕的年

代，绝大部分人的注意力都放在创造更丰富
的物质生活上，噪声甚至成为可以容忍的对
象。唯有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公民不
再受贫乏物质生活的困扰，才有条件关注生
活质量。可见，噪声污染防治法的出台，是时
代进步的产物，也是打造和谐幸福生活必不
可少的一环，符合公众期待。

其实，我市一直重视噪声污染防治工作，
特别是在每年中高考期间为考生做好保驾护
航工作，赢得了考生和家长的点赞。但是，随
着城市噪声污染区域扩大，噪声源也出现了
不少新变种。新噪声污染防治法的出台，为
执法部门处理相关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有
助于高效防治噪声污染，助力营造更加安宁
的生活环境。

防治噪声污染要在遏制源头上多发力。
实践证明，提前防止问题发生或把问题消灭
在萌芽状态，付出的代价远比事后补救低得

多。以社区广场舞扰民为例，有了新的法律
作指引，开发商就必须考虑公共场所建设可
能引发的噪声污染问题，并提前做好预防设
施。执法机关在处理纠纷时，不仅可以针对
纠纷当事人依法作出处置，还可以依法要求
建设者对场所进行整改，有效减少广场舞扰
民现象。

防治噪声污染事关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新的噪声污染防治法为防治噪声污染打
下了基础，相关部门也要切实意识到：徒法不
足以自行，让人民群众远离噪声困扰，还需要
协同发力，用违法必究来彰显法律权威，以执
法必严来增强公众的法治信仰。公众也要充
分意识到，噪声污染防治问题归根结底是一
道文明考题。大家多一点文明意识，多一些
行为自觉，相互体谅，相互尊重，才能创造出
更为和谐安宁的生活。

（作者系无锡市吴文化研究会会长）

防治噪声污染要协同发力
□ 吴仁山

绿道对于无锡这座山水城市来说，
是提升城市品质、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
很好的产品，无锡历来就非常重视城市
绿道的建设，从2010年左右就开始在规
划角度思考布局城市的绿道网络，2020
年为了更好地建设辐射全市域的、系统
性的绿道网络，启动了无锡市绿道规划
编制工作。

在绿道规划建设中要遵循几个原
则：一是要展现无锡的山水特质，通过绿
道窗口展现无锡的山水之美。充分利用
无锡自然资源，结合生态廊道、隔离绿地
和农田林网建设与生态本底契合的绿道
体系，优化城乡生态环境。绿道建设体
现绿色、低碳、低冲击要求，协调好保护
与发展的关系，保持和改善重要生态廊
道及沿线的生态功能与景观。

二是要弘扬地方文化。发挥绿道对
各类资源点的组织串联作用，充分发掘
并展示无锡本地的特色资源、要素和人
文精神，形成体现地域景观、本土文化、
历史传统的绿道系统，打造无锡绿道
IP。

三是要做到老百姓触手可及，打造
家门口的绿道。景是景、城是城的机械

理解是有偏狭的，绿道规划建设特地提
出要打造一条“湖山环”，把太湖到锡山、
惠山和主城串联起来，串联起老百姓的
生活、城市的山水以及城市的文化。

四是要贯通、安全、优质。现有的绿
道分布较为零散、不成体系，需要以贯通
为抓手加以解决。不同区域之间绿道建
设标准各异，色彩不统一，整体风貌不协
调。绿道建设需要遵循人性化和便利性
原则，完善绿道的标识信息系统、应急救
助系统，以及与人身安全密切相关的其
他配套设施；加强绿道网与公共交通系
统、旅游集散中心、重要交通枢纽、重要
道路的有效衔接，完善换乘系统，方便市
民和游客进出绿道。

为了更好地指导绿道的具体建设，
太湖湾绿道的建设指引已进入研究阶
段，太湖湾绿道将结合太湖湾科创带建
设，依托科创蓝绿空间，用环境滋养科
创，以科创呵护环境，形成自然生态与创
新生态相融合的双生态环境，打造无锡
的新名片。

（作者系无锡市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研究中心主任、高级城乡规划师。文字
整理：王皖杰）

绿道规划建设应遵循四个原则
□ 黄 洁

眼下虽已进入暑期，但不少高校毕业生仍奔波在应聘求职的路上。受疫情
等诸多因素影响，今年毕业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大学生
是宝贵的人才资源，承载了家庭和社会的期望，助力大学生就业，政府部门、学
校、企业等方方面面要一起发力。政府部门要做好企业人才需求信息的摸排、
发布工作，线上线下齐发力帮助供需双方更好地对接交流，也可以加大人力资
源密集型公共岗位的供给，让大学生先上岗。企业也要用好各项稳岗补贴政
策，挖掘用工潜力，多储备一些人才，这也有助于企业尽快满产达产。

（洪萍 文 / 罗琪 作）

自2021年6月首批520处共享单车
电子围栏在无锡经开区试点启用以来，电
子围栏这一共享单车新型停车方式已在全
市多个板块推广开来。

电子围栏是一种虚拟围栏，运营商在
后台通过北斗定位技术划定虚拟停放区
域，对用户停放车辆进行指引。用户不把
共享单车停放进电子围栏，会被运营商收
取几元至十几元不等的车辆调度费。目前
无锡共享单车电子围栏已超过12万个，市
区主要区域已实现电子围栏全覆盖，电子
围栏定位准确度达到95%。

共享单车是数字经济的产物，电子围
栏技术的使用更是有效解决了共享单车乱
停放的顽疾，但是电子围栏的使用也存在
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有市民工作单位和
居住地都在梁溪区，平时每天都靠共享单
车解决短距离出行和最后一公里的接驳问
题，在长时间使用过程中发现了几个问题，
希望相关部门和共享单车运营企业能加以

改进和完善。
共享单车的电子围栏失灵。有市民经

常遇到在电子围栏内不能落锁，在无电子
围栏处可以还车的情况。有次回家一路按
照电子围栏标识停了近十次都无法还车，
最终又多骑行了1公里才还车成功。共享
单车不是帮人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而是
让人回家的距离变成了两公里，在酷暑天
里急着找还车的地方更是让人闹心。

部分公交站台和地铁口电子围栏缺
失。共享单车是市民乘公交和地铁出行的
有益补充，电子围栏在每个公交站台和地
铁站口应该是标配。但有些公交站台附近
根本没有电子围栏，因此也就无车可骑。
有些地铁站四个出入口只有一个口子设有
电子围栏，给骑行者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小区内部对共享单车很不友好。锡城
很多新小区共享单车不能进入，而老新村
内又不设电子围栏。比如梁溪区惠龙新
村、五河新村这样的老新村，公交站到小区

最里面的居民楼都超过1.5公里，老新村
里没有设置电子围栏或者设置了却无法还
车，这样怎么能够解决市民出行最后一公
里的问题呢？

共享单车电子围栏上缺少顶棚。无锡
是江南水乡，每年雨水量充沛，年日照时间
也不短，但是共享单车停在电子围栏内日
晒雨淋，经常不是湿漉漉，就是坐垫滚烫根
本无法骑，导致利用率不高，甚为可惜。

共享单车是数字经济一大便民应用场
景，建议在全市范围内加快普及电子围
栏。同时提高共享单车的定位精度和识别
匹配度，不能再出现有电子围栏不能停车
的怪现象。应在所有公交站台和地铁站的
所有出入口都设置好有电子围栏的共享单
车停车区域，方便市民最后一公里出行。
希望可以给共享单车停放区设置顶棚，这
样地面有电子围栏，上面有顶棚，既可以防
止共享单车日晒雨淋又降低维修率，可谓
一举两得。 （作者单位：无锡博物院）

治治有电子围栏却不能停共享单车的怪象
□ 陆 晟

时下，数字经济已走进了大家的日常
生活，“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更
是为人熟知，无论是生活交费、网上购物
还是就医出行等，数字化都给市民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但不可否认的是，在
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不能患上
技术盲目依赖症，在数字化工作中要多一
些对市民的人文关怀，真正做到技术“为
人而转”。

不久前，朋友杨先生反映了一件其亲
身经历的事。他说，现在私家车越来越多
了，有关部门为了解决停车难的问题，在小
区外马路边划了不少停车位，不管收不收
费、收费多少，想方设法增设停车位就是在
为民办实事办好事，对市民来说，划了停车
位就代表可以停车了。那天杨先生回家，
看到马路边有一个停车位空着，就定定心
心把车停在了那里。但第二天早上他傻眼

了，自己的车突然不见了，再仔细一看，不
远处自己的车已上了违停拖车正要被拖
走。

事后，杨先生才了解到，可能是因为城
管部门在这条马路上停车位划多了，第一
个和最后一个车位正好靠近马路两端，交
警部门认为有碍正常交通出行，所以把首
末两个车位当作违章车位了，也就没有纳
入交警部门的停车系统中，杨先生正好停
在了第一个车位上，无疑属于违章停车
了。这让杨先生难以接受，车位上没有违
停标志，谁知道这个车位不在交警部门的
停车系统中呢？

可以说，这是典型的办好事不彻底的
情况，有关部门在市民心中还可能落了个

“钓鱼执法”的嫌疑。其实，解决这个问题
也很简单，两个部门之间碰个头议一议，如
果首末两个停车位的确影响交通，就立即

取消这两个停车位，两个部门内部的信息
系统都去除有关这两个停车位的信息，而
不是你搞你的信息系统、我搞我的信息系
统，造成部门之间管理信息互相打架，给市
民生活带来不必要的困扰。

此外，在大力提倡绿色出行时，有些老
规矩也需要修改一下了。比如不让共享单
车进开放式公园、居民小区，这会给市民的
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有的开放式公园很
大，骑共享单车穿过公园无疑能节省很多
精力，有时买了重物也需骑共享单车进小
区，但保安一般都不让进，他们会理由十足
地说这是上面的规定。共享单车是典型的
数字经济产物，市民骑共享单车就是为了
方便，相关部门和物业公司完全可以通过
在管理方法上的改进，做到既管好共享单
车又方便市民。

（作者系中学教师）

管理部门之间要打破信息壁垒
□ 轶 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