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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好供热这道民生考题

高空抛物入刑
守护头顶安全

投稿方
式：用微信
扫描二维码
添加小编为
好友即可。

现如今，手机、电脑、平板等
各类电子产品已经成为我们日常学
习和生活娱乐的必需品，一些孩子
也早早地开始接触到这些电子产
品。为了保护孩子稚嫩的眼睛，很
多家长开始关注各类护眼产品。而
近期，一种宣称“能防蓝光、防辐
射，甚至能防近视”的防蓝光儿童
眼镜在家长圈里流传开来。眼科专
家表示，不良用眼习惯是诱发近视
主因，防蓝光眼镜功效尚无医学数
据佐证。（据《北京青年报》）

如今，儿童视力下降趋势明
显，幼儿园阶段就戴眼镜的孩子不
少。分析儿童视力下降的原因，电
子产品越用越多，室外活动时间越
来越少是主要原因。所以，防蓝光
眼镜就算有用，也只是起到辅助作
用，是消极抵御，而非积极预防。
而且，孩子天性好动，戴着眼镜，
诸多不便。要真正呵护好孩子的双
眼，没有什么捷径可走，还是得从
源头上下功夫。一是减少用眼，减
少对电子产品的使用；二是增加户
外活动的时间，既可以保护视力，
又可以强身健体、增加免疫力，一
举两得。

□王学明

“今天我要15棵白菜+15斤白萝
卜+10斤黄心菜+6斤菠菜+4斤生菜。
下午2点左右送过来。”11月14日上
午，郾城区孟庙镇西营村村民孙少华，
收到这样的一条微信订单后，提着篮子
就去菜地里采摘蔬菜。他借助微信等工
具进行网络销售，让蔬菜从地里采摘
后，不经中间商，直接送到客户手中。
这样一来，蔬菜从地头到餐桌，只需要
几个小时。（详见本报 11月 15日 03
版《新鲜蔬菜网上卖》）

如今，市民的生活质量提升了，
对饮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更加倾向
于自然无公害产品。比如，有机蔬
菜、绿色水果等，这些备受市民欢
迎。但有时，市民到市场、超市购买
食材既麻烦又不放心，到底是不是自
然无公害产品又很难辨别。另外，不
少农民虽然种植了大面积的无公害产
品，却往往苦于信息闭塞、销路不
畅，这些产品很难走上市民的餐桌，
甚至出现了“菜贱伤农”的现象。

如何为无公害产品进城打开一条
绿色通道，缓解农民“卖难”、市民

“买贵”的尴尬现状，成了一道摆在人
们面前需要迫切解决的难题。透过新
闻报道我们看到，孙少华的做法让人
眼前一亮，他借助微信等工具进行网
络销售，让蔬菜从地头走上餐桌，不
仅满足了市民对绿色健康食品的需
求，而且省掉了中间商的层层加价环
节，让市民得了实惠，他也提高了收
入，可谓一举多得，值得点赞。

我们应该看到，“互联网+”时代
的来临，让网络购物日趋流行，如果
让农民搭上“互联网+”的快车，无
疑会为农民增收致富开辟一条新路，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其实，不仅
是有机蔬菜，还有绿色水果、有机鸡
蛋等，都可以借助互联网拓宽销路，
农民只要在网上接单、送货就可以
了，再也不会为自己的产品卖不出去
而发愁了，“菜贵伤民”“菜贱伤农”
等现象也将会得到有效缓解。

当然，让更多农民搭乘“互联
网+”的快车，需要地方政府有关部
门强化对农民的教育引导，通过加强
对“互联网+”的宣传力度，向农民
传播发展理念，让农民通过培训长知
识、开眼界，指导农民利用好互联网
这个平台。

□刘云海

11月 15日，我市开始集中供暖。
供暖情况如何？没有供上的小区，何时
能用上暖气？采暖费已交，如果实际使
用天数不够，费用该如何算？11月17
日，记者就这些问题进行走访、调查。（详
见本报今日03版《你家暖气来了吗》）

从记者的调查情况来看，四个已经
通上暖气的小区令人满意，居民家里温
暖如春，这无疑是值得欣慰的。

供热是事关人民群众生活、关乎社
会和谐稳定的大事，更是一项涉及千家

万户的民生工程。供热不仅仅是把热源
送到居民家中，更是把党和政府的温暖
送到千家万户。供热的背后，体现的是
政府的民生“热度”，屋里高几度、低
几度，对老百姓来说，无疑是当前的一
件生活大事。供暖公司应当急居民之所
急，想居民之所想，责无旁贷地把供热
当成一件大事做好。

供热是道民生考题，必须要认真答
好。困难肯定是存在的，但不管存在的
问题有多大，有多棘手，都不能成为供
热不到位的借口。供热公司要从保障群
众根本利益出发，精心管理，精细服
务，着力提高供热质量，确保广大市民

温暖过冬。
天气越来越冷，还有一些小区没有

通上暖气，希望供热公司加把劲，尽快
把管网铺设好和改造好，让更多居民的
家里暖和起来。

□夏 臣

11月14日上午，市“创文”办联合
城发新环卫（漯河）有限公司，在市区双
汇广场开展垃圾分类、助力“创文”宣传
活动，向市民介绍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
及垃圾分类的意义，引导市民从自己做
起，逐步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详见本
报11月15日03版《做好垃圾分类 争
当文明市民》）

从今年9月开始，我市全面启动了
垃圾分类工作，从明确垃圾分类种类，
到实现垃圾分类投放设施全覆盖，再到
实施垃圾分类积分兑换，我市垃圾分类
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当然，我们也应
看到，当前市民对垃圾分类知识不了
解、垃圾分类意识不强等问题也普遍存
在，特别是在一些老旧小区，许多市民
都图懒省事，把各类垃圾混在一起投
放，这些极大阻碍了我市垃圾分类工作
的有效推进。

垃圾分类是一场“持久战”，不可能
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需要循序渐

进、持之以恒，眼下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加
大宣传力度，提高广大市民对垃圾分类
的认知，引导市民树立“垃圾分类、人人
有责”的环保理念。透过新闻报道我们
看到，我市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走上街头
开展一系列别开生面的创意宣传活动，
通过让市民现场参与垃圾投放，参与有
奖知识问答，提升市民的垃圾分类意识，
这种接地气的宣教方式令人耳目一新，
值得点赞！

市民是垃圾分类的主体，只有通过
宣传引导，更广泛地调动起市民参与的
积极性，才能抓住垃圾分类工作的“牛鼻
子”。一方面，相关部门和社会公益组织
要经常深入社区、街道、学校等居民聚集
场所，通过开展讲座、张贴海报、发放宣
传手册、举办文艺演出等方式，向市民普
及垃圾分类知识。另一方面，相关部门
要充分利用好微博、微信等网络新媒体，
及时将垃圾分类的相关讯息进行扩散，
比如拍摄短视频演示各种日常用品的垃
圾分类方法，利用微信平台开展垃圾分
类有奖知识问答，这些都能有效提高居
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让农民搭上“互联网+”快车

垃圾分类宣传要接地气

□李小将

11月14日，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
获悉，为有效预防和依法惩治高空抛
物、坠物行为，最高法近日印发关于依
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
见。根据这份意见，对于故意高空抛物
的，根据具体情形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
论处，特定情形要从重处罚。（详见本报
11月15日08版《高空抛物 最高可判故
意杀人罪》）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加
快，城市里的高楼越来越多了，住户
从楼上掉落东西、抛弃杂物的现象也
随之增多，这些掉落或被抛下的物品
危害极大，轻则毁坏财物，重则伤人
性命。因此，高空抛物、坠物常常被
人们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高空抛物、坠物现象屡禁不止的
背后，有家中小孩疏于管教、顽皮捣
蛋的原因，有行为人自身道德修养不
高的原因，也有行为人安全意识、法
律意识缺失的原因。殊不知，一旦给
他人造成危害，行为人既要遭受社会
道德舆论的谴责，还要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那么，到底该怎样刹住高空抛
物、坠物愈演愈烈的趋势，呵护人们

“头顶上的安全”呢？提高打击力度、
严惩重罚无疑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办
法。这次最高法印发关于依法妥善审
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积极
回应民众和社会关切，将高空抛物、
坠物行为入刑从重处罚，这无疑具有
极大的震慑效应，必将有效维护民众

“头顶上的安全”，此举值得点赞。
高抛非儿戏，坠物有危险，对于

民众来说，不管是有意无意，一旦高
空抛物、坠物对他人生命财产造成危
害，都将难逃法律制裁。这里笔者想
说的是，广大市民只有强化法制意
识，杜绝侥幸心理，平常多排查家中
安全隐患，管好家中小孩不向窗外乱
抛杂物，这样就能大大降低高空抛
物、坠物事件的发生。

我们幸福的感受不全然是世
界所给予的，而是来自我们对外
在或内在的价值判断，我们的幸
福与否，正是由自我的价值观来
决定的。

——林清玄

树根在地下一切的努力，都
是为了树冠的辉煌。

——冯骥才

我们要的东西似乎有了，却
不是原来以为的东西；我们都不
知道要什么了，只知道不要什
么；我们越知道不要什么，就越
不知道要什么。

——王安忆

爱在左，情在右，走在生命
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
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
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
棘，不觉痛苦；有泪可落，也不
觉是悲哀。

——冰心

人们活在世界上，做成什么
事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一个
一个当下，你能不能活出自己，
能不能随时随地享受生活的美和
生动。

——费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