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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共享 文明共护
□刘云海

2019年，我市将畅通漯河“治堵
行动”纳入民生实事，要求全市各级行
政事业单位在节假日和双休日对市民免
费开放停车位和卫生间，此惠民举措大
受群众好评。（详见本报12月27日01
版《单位免费开放厕所停车位》）

我市要求全市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在
节假日和双休日对市民免费开放停车位
和卫生间，这一举措不仅传递出相关单
位大气开放的胸怀，也彰显出政府部门
关注民生的责任意识和解决问题的智慧
思维。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对于这样的
共享资源，每一个有需求的市民，在开
心享受这项“福利”的同时，更应当用
文明倍加珍惜与呵护。首先，不能因为

免费了共享了，就随心所用，滥用资
源，比如出门逛街能步行就尽量不要开
车，争取把有限的资源让给更有需求的
市民；其次，要爱护共享资源，停车要
有序，卫生要保持，文明要遵守，唯有
共同珍惜共享资源，才能共享更多的资
源。

事实上，不仅是停车位和卫生间，
很多共享资源都是如此，在感恩主体单
位释放共享资源“福利”的同时，作为
共享资源的受用者，都需要好好珍惜、
用心呵护。比如，为了解决运动场地不
足的问题，很多学校在晚上和节假日都
会对外开放运动场地，但有不少市民在
进入场地健身时大声喧哗，随意吸烟，
乱扔垃圾，甚至破坏场地设施等。也正
因此，很多企事业单位其实都不太愿意
对外共享内部资源，并不是因为小家子
气，而是对受用者的文明素质深感担

忧。
共享资源的推出往往体现了一个地

方的大文明指数，而对共享资源的使用
态度则体现了个别市民的小文明指数，
唯有“共享”的同时“共护”，共享资
源才会走得更远、更久。

寻找传统年俗 感受浓浓年味

□王学明

俗话说：“进入腊月就是年”。12
月26日，农历腊月初一，这代表着年
关已近，依照过去的年俗，进入腊月就
要开始办年货了。舞阳县城的年味已经
扑面而来，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腊月初一
会在这一天拉开了过年的序幕。12月
26日上午，记者来到舞阳县城，一睹
这里腊月初一会的盛况。（详见本报12
月27日02版《舞阳腊月初一会 拉开
过年序幕》）

一提到过年，有不少人总会发出年
味越来越淡的感慨，以前生活条件艰苦
的时候，人们总是盼望着过年，因为能
够吃好饭、穿新衣、放鞭炮，那时的过
年更多的是对富裕生活的期盼。如今，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越来
越好，吃的用的都可以买得到，对物质
生活上的期盼没有以前那么强烈了，聚
会、喝酒、玩手机、玩电脑、看电视成
了过年的主要消遣方式，难免会让许多
人觉得年味有些淡。

从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着手，
通过策划、组织、开展各式各样的活
动，无疑是帮助人们找寻年味的有效途
径。透过新闻报道我们看到，《漯河晚
报》推出《年味漯河》栏目，用文字和
镜头讲述我市各地原汁原味的年俗，为
公众了解各地年俗文化打开了一扇窗，
让公众能够感受到浓浓的年味，从这一
层面讲，《年味漯河》栏目的推出，是
献给公众的一道文化大餐，值得我们为
之点赞。

当然，除了新闻媒体加大对各地年
俗文化的宣传力度之外，有关部门也要
积极行动起来，让过年多些“文化味”，比
如，通过开展戏曲、小品等精彩节目走进
基层乡村和社区，让人们感受到传统文
艺的魅力；通过办庙会、灯展等，让人们
拾起曾经美好的记忆……这些都能够帮
助广大群众找寻到浓浓的年味。因此，
对于有关部门来说，不妨结合地方文化
特色，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大胆实践，多
给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年货”，让
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文化活动中来，这样
新时代的年味也就出来了。

□费伟华

张继根今年68岁，他是邻居口中
的“老张”，是银鸽西家属院公认的热
心人，30多年来，无论谁家有事，只
要叫一声“老张”，他都会尽力相帮。
（详见本报12月27日04版《义务服务
邻里30多年》）

张继根年轻时，做过木工、电工、
钳工，邻居们知道他的手艺，常常会请
他帮忙。由于有一副热心肠，对于大家
的请求，他从来没有拒绝过，已义务服
务邻里 30 多年。更令人感动的是，老
张对于自己所做的好事，总是淡淡地说
道：“这都是举手之劳，大家是邻居，
应该的。”

一声“举手之劳”，虽说得轻松，
但坚持 30 多年实属不易。由此笔者在
想，人生在世，该留下点什么应当是每
个人都要思考的问题。但很多时候，有
些人总觉得自己是凡人做不了大事，也

就从来没有想过究竟留下些什么。有的
人甚至还十分吝啬，在公交车上遇到老
人，不愿意让座；见到残疾人过马路，
不愿意扶一把；发现地上的垃圾不愿意
捡一下……好像这些小事无多大意义，
做与不做都无所谓。从张继根的故事
中，我们是否读懂了伟大寓于平凡之中
的道理，看到了举手之劳的平凡之举，
也会书写精彩的人生。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
一辈子做好事。笔者以为，张继根老人
的故事，虽然很平凡，但平凡之中显现
出来的精神，就是他能坚持几十年如一
日，每当别人有需求时，很乐意付出举
手之劳，使平凡显得不平凡，甚至伟大
了。《义务服务邻里30多年》的报道犹
如一面镜子，对照着我们去学习去反思
去行动，只要社会和他人需要帮助的时
候，不要吝啬，都应自觉地伸出援助之
手，献出一点爱心，以凡人的善举，让
平凡变得不平凡，让社会变得更加和
谐。

“举手之劳”背后是大爱

@新华网：#事实孤儿纳入保障#
父母没有双亡，但家庭没有能力或没
有意愿抚养的儿童即为事实孤儿。但
因名义上父、母尚在，事实孤儿难以
获得与孤儿相同的保障。在多部门联
合推动下，2020年 1月 1日起，全国
近 50万名事实孤儿将全面纳入保障
范围。

点评：将事实孤儿纳入政府保
障，体现了国家对少年儿童的制度关
怀，也彰显了国家监护制度的兜底作
用。好政策更需消弭“死角”，有必
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确保每一个孩
子都能在公平、温暖的制度阳光下健
康成长。

@大河报：#三尺巷# 前段时
间，河南洛阳偃师农民侯宗欣盖新
房，与邻居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
在海南读研的女儿侯亚楠得知此事，
给父母讲述了清朝大学士张英劝解家
人退让三尺宅基的著名故事，并借此
劝解父母：“让他三尺又何妨？”侯宗
欣夫妻听取了女儿的建议，主动让出
约 80厘米建房，在其和邻居家的房
屋中间开出了一条小巷子，并刻了一
块名曰“三尺巷”的小石碑竖在巷
口。

点评：很多时候，邻里街坊因琐
碎小事争执不下，并不是要争得多少
实际利益，更多只是想争一口气。如
果双方互不相让，矛盾冲突难免不断
升级，小事情也能酿成大冲突。洛阳

“三尺巷”的故事，不失为解决此类
纠纷的典范。化解邻里纠纷，需要法
律层面的规范与约束，同时也离不开
敦亲睦邻的社会氛围。

@人民网：#非法控制家用摄像
头# 近日，温州警方破获非法控制
家用摄像头案，控制犯罪嫌疑人 32
名。警方介绍，犯罪分子利用某品牌
公司 APP 破解工具对他人的摄像头
进行扫描，控制数十万只家用摄像
头。有媒体调查发现，非法破解摄像
头的背后，是一条买卖、传播偷拍视
频的黑产链条。

点评：家庭摄像头记录的视频变
成了视频生意，成了不法人员的灰色
财富，这是何等的可怕？诚然，对违
规生产、违规销售破解工具的不法商
家需予以严惩，对买卖偷拍视频的

“黑产链条”更需连根拔起。

近日，有网友反映称，江西赣
州市南康区人民政府官网的一些公
示中存在泄露公民个人隐私信息现
象。多个廉租住房申请名单和公共
租赁住房申请名单，将相关人员的
姓名、身份证号及手机号码均进行
了完整公示。南康区城市住房保障
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全部公示
是为了信息的完整度，更好地接受
监督。（据澎湃新闻）

2017 年，有媒体相继披露安
徽、重庆、湖北、江西等地政府部
门官网在公示中存在大面积泄露个
人隐私信息的情况，引起广泛关
注，教育部、人社部、财政部相继
发文，强调保护个人隐私。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的《2018年政务公开工
作要点》也明确指出，要依法保护
好个人隐私，除惩戒公示、强制性
信息披露外，对于其他涉及个人隐
私的政府信息，公开时要去标识化
处理，选择恰当的方式和范围。然
而，公示泄露隐私问题并未得到根
治。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基层部门
缺乏隐私保护意识，公示缺乏制度
规范，存在很大的随意性。解铃还
须系铃人。遏制公示泄露隐私现
象，一方面需要加强政务公开的制
度化、规范化，明确公示的具体内
容、范围、程度，列出负面清单，
有效防止任性公示、随意扩大。
另一方面，对于违反规定的情形，
严格依照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处分，从而倒逼有关
部门强化隐私保护意识。

每一件事都要用多方面的角
度来看它。

——李嘉诚

今天扫完今天的落叶，明天
的树叶不会在今天掉下来，不要
为明天烦恼，要努力地活在今天
这一刻。

——林清玄

各种各样性格的人都有可能
成功，只不过是看你有没有利用
自己的性格优势来做事情。

——李彦宏

永远不要跟别人比幸运，我
从来没想过我比别人幸运，我也
许比他们更有毅力，在最困难的
时候，他们熬不住了，我可以多
熬一秒钟、两秒钟。

——马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