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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什么要读书？因为很多东西，眼睛
看不到，读书可以；脚步不能丈量，读书可
以；身体无法抵达，读书也可以。爱读书的
人都有更为丰富的精神世界，即使深陷泥
泞，也依然可以仰望星空。趁着大好时光，

一起读书吧！
——关于读书

一个真正有本事的人，从来不会言而无
信。答应别人的事，一定会尽力去做；欠了
别人的钱，一定想着尽快归还。因为他们懂
得遵守诺言是一项重要的魅力储蓄，而违背
诺言则是一项魅力透支。失去了诚信，就等
同于毁掉了自己。

——关于诚信

八旬老夫妻 相伴锻炼“晒”幸福

“五一”小长假，许多游客都看到了与
往年不一样的风景：景区里“山和花海代替
了人山人海”。“人从众”结束，是“预约游
览”规定使然。比如，闭门97天的故宫再
度迎客，每日限定5000人参观，预约购票
者超过90%。（据新华网）

在这次战“疫”中，为降低病毒传播风
险，预约制被更广泛推行，逛公园预约、去
银行预约……当更多公共服务和商业活动开
启预约模式，大家的用户体验也上来了。实
践证明，科学合理的预约，不仅能帮助人们
合理安排时间，提升办事效率，也能让供给
方有效统筹和调节社会资源，提高服务质
量，值得推广。

做好事是个技术活

男子街头发病 医生出手相救

□孙建磊

“小区内的捐衣箱被弄坏
了，里面的衣物散落一地，看
着令人气愤！”5月7日，家住
市区黄山小区的李先生，指着
散落一地的旧衣物说，他今年
多次向捐衣箱投了十多件衣
物。捐衣箱上写着“漯河市心
连心爱心协会”和收运电话，
记者拨打，语音提示该号码已
经“停机”。（详见本报昨日3版
《捐衣箱被破坏 衣物散落一
地》）

捐衣箱被弄坏，衣物散
落 一 地 ， 收 运 电 话 已 “ 停
机”……这令人感到遗憾，
令许多好心人失望，更让我
们 警 醒 ： 做 好 事 是 个 技 术
活 ， 仅 有 一 腔 热 忱 是 不 够

的 ， 还 需 要 一 个 完 整 的 计
划，有爱心的人无私奉献，
必要的资金等。

收集旧衣服送给需要的
人，当然是件好事。但是，
要将这件好事办好，将美好
愿望变为现实，至少需要做
好收集、清洗、分发三项工
作。就拿收集来说，不仅要
采购甚至定做捐衣箱，还要
合理设置捐衣箱，做好日常
维护。新闻中“捐衣箱被弄
坏，衣物散落一地”，就是收
集环节出了问题。任何一项
工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却难，不是动动嘴就能大功
告成。

在做好事之前，要做好
各项准备，比如招募人员、
筹集资金，切不可打无准备
之仗。更重要的是，这不是

一天两天的工作，需要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必须做好
长期坚持的准备。这期间，
还要应对各种意外情况。

除此之外，还要做好善
后。捐衣箱还在，收运电话
却已“停机”，这不是好榜
样。收集旧衣服送给需要的
人，如果活动停止，应该告
诉大家一声，不能不了了之。

总之，做好事不能凭三
分钟热度，而要精心谋划、
稳扎稳打，做好人、财、物
等各项准备。

□本报记者 杨 光

近日，在临颍县城街头，
一名男子突发疾病昏迷不醒。
危急时刻，临颍县人民医院急
诊重症监护室郭旭和医学检验
科陈阳挺身而出，出手救助，
病人转危为安。

记者了解到，5月 5日晚，
在临颍县一环路与 107国道交
叉口的夜市附近，一名35岁左
右的男子突发疾病晕倒。正在
大家慌忙时，在夜市吃饭的两
名小伙第一时间冲了过来，对
男子进行呼吸道畅通及心肺复
苏等一系列救助。经过十多分
钟的抢救，男子逐渐恢复呼吸
与意识，随后被赶来的 120急
救车接走继续治疗。由于抢救

及时，男子并没有大碍。
两位小伙在救人后悄悄离

开，但这一幕被饭店门口的
摄像头记录下来。视频在网
络上传播后，众多爱心人士
纷 纷 提 供 线 索 。 最 终 确 认 ，
两名小伙是临颍县人民医院
急诊重症监护室郭旭和医学
检验科陈阳。

5月7日，被救男子来到临
颍县人民医院，给郭旭和陈阳
送来锦旗，感谢救命之恩。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培
杨 旭

在沙澧河风景区红枫广场
附近，经常能看到一对耄耋老
人一起锻炼的身影。

5月7日上午，记者来到红
枫广场附近的健身器材区域，
看到两位老人在太空漫步器上
锻 炼 （如 图）。 他 们 头 发 花
白，精神奕奕，格外引人注
目。两位老人分别叫王桂荣、
袁春生，是一对夫妻，一位 86
岁，另一位89岁。

在与他们的交谈中，记者
得知两人之所以身体硬朗，在
于坚持每天锻炼。夫妻俩相伴

锻炼的习惯，已经坚持了数十
年。王桂荣告诉记者，自从退
休后，她就常和老伴出来锻
炼，或走路，或在健身器材处
锻炼，每天出门锻炼两三次。

“他其实爱看书，不太爱动，
都是陪着我出来锻炼的。锻炼
这么多年，俺俩的身体都还不
错。疫情期间一直没出门，感
觉哪儿都不舒服，最近能出门
了就继续锻炼。”王桂荣笑着
说，老两口就在家附近的河堤
锻炼，既能呼吸新鲜空气，又
能舒展筋骨。

老两口一起锻炼，成了河
堤 上 的 一 道 风 景 。“ 俺 家 子
女、媳妇都可孝顺，对俺可
好，俺天天也没啥事，可享
福 。” 老 人 说 着 ， 又 笑 了 起
来。家庭和睦、儿女孝顺，老
两口的生活羡煞旁人。同时，
生活规律、坚持锻炼也是他们
身体健康的秘方。

锻炼的时间总是过得飞
快，练着练着就到了准备午饭
的时间。走在回家路上，两人
还不忘商量下午去哪儿锻炼。

□本报记者 王 培

“还是好人多，我这马虎
的毛病得改改了。”5 月 8 日，
市民马琳说。

当天，因为家里水管需要
更换，家住市区金山路沙河
桥附近的马琳来到金山路一
家 五 金 店 铺 购 买 维 修 用 品 。

付款后她拿着购买的物品出
了门，却把随身携带的背包
忘在店里。

“ 包 里 有 一 些 证 件 、 零
钱，主要是证件多，丢了很麻
烦 ， 就 赶 紧 回 去 找 。” 马 琳
说，当她再次来到五金店时，
老板已将背包妥善保管，等待
失主前来认领。

□吴 玲

近日，住建部和国家发
展改革委发布《关于进一步
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的
通知》。通知指出，将进一步
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
严禁建筑抄袭、模仿、山寨
行为，严格限制各地盲目规
划建设超高层“摩天楼”。
（据新华网）

此前，摩天大厦是人们心
目中现代都市的象征。一段
时期，各地纷纷“争高”，纪录
一再被刷新。世界高层建筑
与都市人居学会的数据显示，
截至 2018 年，中国超过 200 米
的高楼已经有 686 座，占到全
球1478座的将近一半。

对于城市建设盲目“攀
高”，一些人给出的理由大都
是“中国城市人口多，向空
中发展，为了节约土地”云
云。这些地标性高楼真的是
出于节约土地的目的，还是
为 了 扩 大 房 地 产 的 利 润 空
间？恐怕并不好说。因为建
设高楼的最佳收益有一个平
衡点，超过这一高度后，建
设、运营和养护费用就开始
抵销甚至超过建筑楼层带来
的收益。而且，摩天大楼不
断增多会带来更多衍生问题。

比如，摩天大楼带来日
照及阴影，危害周围人们的
生活和工作环境；玻璃幕墙
形成光污染，干扰附近居民
生活，影响路上司机和行人
的视觉；风速风向和周围气

流的变化，不同的压力，使
高层建筑产生缓慢的偏移和
围绕偏移位置的振动，以及
噪 声 干 扰 、 空 间 的 压 迫 感
等。尤其是摩天大楼潜伏着
更多的火灾危险性，而消防
设施应对摩天大楼的消防需
求尚存技术瓶颈，这其中都
隐藏着重大安全隐患。

而且，一些地方摩天大
楼经营状况不大理想，特别
是二三线城市的有些摩天大
楼空置率长期居高，难以收
回投资成本。所以说，国家
有关部门出台大楼“限高”
政策，既是对城市建设的某
种纠偏，也是促进城市持续
健康发展的必要之举，体现
的是城市发展心态上的一种
理性。

城市建筑不宜盲目“攀高”

粗心落下背包 店主完璧归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