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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不少市民发现，在车
里即可完成使用手机支付油费的方
式行不通了，需要下车跑一趟加油
站里的便利店，才可完成手机支付
的操作。据了解，因存在安全隐患，
台州各加油站都已叫停现场手机扫
码支付。（4月21日《台州日报》）

对此，中石化浙江石油台州分
公司安全质量部经理张正杰说，虽
然加油站使用手机导致爆炸的概率
很低，不过存在理论上的可能。

近年来，随着手机移动支付的普
及，消费者只要手持一部手机就能实

现“走天下”，购物、乘车、转账等统统
实现“移动支付”，尤其是“扫码支
付”，更是因方便、快捷而深受广大消
费者青睐。

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来了，
那就是司机在加油站加油后，是否
也能像购物、乘车一样可以“扫码支
付”呢？有人说，加油站属于特殊场
所，是一个不能使用手机的地方，如
果使用手机“扫码支付”，势必会给
加油站埋下起火爆炸的危险。也有
人说，手机“扫码支付”对加油站起
火爆炸的威胁微乎其微，不会造成
加油站起火爆炸。可谓是，“公说公
有理，婆说婆有理”，这让很多司机

朋友陷入了“两难境地”。
按照现行《加油站作业安全规范》

的规定，加油站内有人吸烟或使用移
动电话时，应立即停止加油。对此，广
大司机朋友已形成“共识”，都会自觉
地做到不在加油站内吸烟和使用手机
拨打电话。但在加油站里究竟能否使
用手机“扫码支付”呢？笔者以为，这不
能任凭公众“各说各理”，更不能任凭
公众“茫然”使用手机“扫码支付”，需
要有一个“权威答案”。

其实，对于能否使用手机在加
油站里“扫码支付”，之前已有一项
实验表明，在加油站使用手机“扫码
支付”同样存在安全隐患，且安全隐

患比使用手机打电话还要严重。据
专家介绍，手机在待机、视频、扫码、
通话等四种场景下，扫码支付的电
磁辐射功率最大，达到每平方米4.45
毫瓦，远大于通话功率。也就是说，
在加油站这类易燃易爆场所范围
内，“扫码支付”发生爆炸的可能性
比打电话更大。

因此，台州各加油站叫停现场手
机扫码支付，无疑是一个正确做法。
当然，加油站能否“扫码支付”，还需
相关部门的“权威发布”。如此，才能
既让广大司机朋友认识到加油站“扫
码支付”的危险性，又能有效避免相
应的安全隐患。

加油能否“扫码支付”该有定论了

艾才国

最近，家住温岭市万昌路附近
的蒋先生惊喜地发现，家门口多了
一个口袋公园，它就是温岭市首个
以“水”为主题的环湖口袋公园。（4
月20日《台州日报》）

原先的一处平常沿河绿化，经
过匠心独运的改造升级，变身环湖

“口袋公园”，成了温岭新晋网红
“打卡地”，尽显城市“方寸之美”。
笔者认为，因地制宜利用城市边角

“零碎地”，见缝插针地打造精致而
美丽的“口袋公园”，既实现了土地
资源的精细化利用，又改善了群众
的居住环境，调节了生态平衡，提
升的是市民生活品质，彰显的是城
市精细化管理智慧，其做法值得学
习与借鉴。

其实，城市之美不仅存在于代
表“城市名片”的风景区、“高大上”
的中央广场和鳞次栉比的摩天大
楼。不能因为“口袋公园”小，就在

规划建设上“怠慢”，一方面，多从
园林园艺的角度来考虑，按便民
性、人性化的要求去规划建设，比
如尽量选取低维护成本的植物，少
用草坪色块；另一方面，因地制宜
嵌入各种文化元素，赋予更多文化
内涵，以“一园一景”的特色实现文
化的传承、记忆的延续，把“口袋公
园”建成精品。

当然，“口袋公园”虽小，管护难度
并不小。当创新思路，在强化市民“美
化环境，人人有责”意识的同时，落实
养护经费，明确养护单位，可为每个

“口袋公园”配备“园长”，也可将“口
袋公园”的管理纳入相关小区物业的
考核范围，并设立管护单位、养护责
任人的公示牌，以便于群众监督。

打造“口袋公园”，尽显城市“方
寸之美”。期待，越来越多的“口袋公
园”连接城市与田园，融合现代与传
统，描绘出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
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
的“台州画卷”。

让城市
多些“方寸之美”

鞠贵芹

最近，熟人间最流行的一句
话就是：“你打了吗？”得到肯定的
答复，彼此会心一笑。这是“我们
一起苗苗苗”的默契。

今年 4 月 23 日，是第 26 个
“世界读书日”。如果谁有意识地
问一句“今天你读书了吗”，一定
会被别人当作“书呆子”。

“读书日”谈读书，可谓正当
其时。但这个话题，一般不在亲友
之间聊，也不在左邻右舍之间聊，
最适合书友之间聊。逢人便谈读
书，还缺少点社会氛围。

网上资料称，据第十八次全
国国民阅读调查，2020年我国成
年国民人均一年阅读纸质书 4.7
本，高于 2019 年的 4.65 本。人均
一年电子书阅读量3.29本，高于
2019 年的 2.84 本。另有数据显
示，我国成年国民日均手机接触
时间达100.75分钟。

当然，纸质书的阅读量，不能
反映一个人全面的阅读情况。毕
竟还有电子书、有声书等，除了
读，听也是一种阅读。

2020 年听书用户同比增长
22.23%，有声阅读内容同比增长
63.56%，2021 年第一季度人均听
书数量7.4本，同比增长32.14%。

相比纸质书人均阅读量，有
声读物的阅读量还是高的。但总
量不容乐观，毕竟人均全年阅读
量也不过10多本。

平日里，身为家长的人们，都
强调读书，对象是家里的孩子。谁
都重视孩子的教育，都怕孩子输
在起跑线上，更不愿孩子输在中
途、输在终点，所以心甘情愿购买
必读书目，哪怕孩子不愿看，也是
一定要买的。

但是，家长读书吗？笔者不敢
断言。以小范围的调查来看，很多
家长是不读书的。他们平日很忙，
回家已经很累了，加上照顾孩子
打理家务，哪有时间读书啊。笔者
很能理解家长们的不易。

读书日到来时，孩子们很忙
碌，他们读书、交流体会、开展图
书漂流。家长们呢，除了帮助做点
后勤工作，大多不会有意识地带

着孩子读一本书。
所以，读书日，孩子们的读和

家长们的不读形成对比。同时，成
年人的读书总量少，与用手机时
间长形成对比。这是矛盾吗？

有一次，邻居的孩子来笔者
家里玩，聊天的时候，他郑重其事
地说，其实每个孩子都想成为卓
越的人。笔者相信，孩子没有说
谎。“每个孩子都想成为卓越的
人”，这句话，家长们听了肯定很
感动，并决心为孩子做点什么。

如果读书可以帮助孩子成为
卓越的人，那么，家长们愿意拿点
时间，每天陪孩子读会儿书吗？每
天读书，现实吗？

我们有必要明确，书的形式
是多样的。“读书”不一定非要纸
质书，电子书也行，有声书也行。
不一定非要读，听也行。做饭择菜
洗菜的时候，一家人一起吃饭的
时候，都可以听书，甚至洗衣服的
时候也可以听，网上免费和收费
的资源都不少。

我们要有意识地去读书，培
养自己阅读的习惯。多读书总是
有益的。荒芜的园子长满杂草，丰
盈的灵魂却充满智慧。有意识地
读些书，坚持每天读一点，时间久
了，心灵的园子会开出花朵。

读书可以是毫无功利目的
的，正如无意间仰头看天空飘过
的白云。如果这白云能让人心旷
神怡，产生了愉悦的功效，那又何
尝不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
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
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
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家长的言传身教，是教育的
一种。假如一定不要把家长每日
读书看成教育，那么我们借用雅
斯贝尔斯的这句话，来形容阅读
时知识触连带来的惊喜和满足，
不也是恰当的吗？

琅琅书声，不只是娃的专
利。盈盈书香，是我们对阅读的
期待。读书日，每年只有一天。日
读书，则是天天读书，人人读书，
家家读书。

当大家把目光从“读书日”移
开，我们更愿日常的每一天，都有
书相伴。

读书日，日读书
舒幼民

4 月 20 日晚，李跃旗书记走进了
天台县龙溪乡始丰源村，又一次和农
民朋友在一起。同样是几张长凳，几张
木椅，不用拘束，没有客套，李书记和
农民朋友们围坐一起，紧紧围绕乡村
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话题，听听大家
掏心窝的话。（4月21日《台州日报》）

从低收入到奔小康，从脱贫攻坚

到乡村振兴，从“一个都不能少”到迈
向共同富裕，从“六个城市”建设到争
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市，最后的落
脚点都是为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脱贫攻坚的路上，我们一个都没
有落下；乡村振兴的途中，我们要迈开
共同富裕的大步子。

夜深人静的村庄，不拘形式的访
谈，大家兴致勃勃、妙语连珠，走共同
富裕路，展乡村美景图。有的说，要先
富带后富，一村一组一合作社帮衬几
户，全村富，大家富，才是真正富；有的
说，大家一起富，党建是关键，有了领
头羊，目标就明确；有的说，实现共同
富裕，不能光光盯牢一产一业，要拓宽
眼界，创新思路；有的说，产业旺，环境
美，致富的门道自然多起来，村民的收
入多了，村里的乡风民风就会不断好

起来；有的说，对一些特殊的弱势农
户，大家都愿意帮衬，这个帮衬，并不
是一时的接济，而是从就业上，产业上
帮到根子上，全村富了，大家的脸面上
更有光彩。连乡村数字化，村民朋友都
说得兴致十足，头头是道，令人对今日
之农村农民刮目相看。

打开了话匣子，大家的情绪越来
越高涨，想到的点子法子就越来越多。
正如李跃旗书记说的，乡村振兴有了

“领头羊”，产业才能从无到有，从有到
优培育壮大，才能带动身边更多的老
百姓参与进来，实现共同富裕。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
裕，丝毫不亚于脱贫攻坚，任务同样艰
巨，使命更加光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面对
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征程上的问题

和困难，富民有没有产业，振兴有没有
路径，关键问题要关键抓。因地制宜抓
产业，有的放矢促转型，在产业致富、
文化促富、能人带富上动足脑筋，下足
功夫，才能蹚出一条共同富裕的路子。

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为群众办实
事、为企业解难题、为基层减负担，这
是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最好的舞
台。解决群众身边的实事、难事、烦心
事，要沉得下身，静得下心。察民情，访
民意，和群众心贴心，心连心，多听群
众的诉求、意见和建议，让群众真真切
切地感受到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党和
人民群众的关系更亲近了，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更多了。发扬党的优良作
风，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在乡村振兴的
舞台上，迈开共同富裕的大步子，我们
定能绘就新画卷，迎来新愿景。

迈开共同富裕的大步子

沈 峰

近日，温岭生态环境分局执法人
员对泽国镇一家鞋模加工点进行检查
时发现，该加工点未建成任何污染防
治设施，且贴花清洗废水未经任何处
理直排外环境，已涉嫌触犯相关法律
规定。目前，该案已移送至公安机关。
（4月23日《台州日报》）

面对辖区环境违法问题，温岭生
态环境分局执法人员反应迅速，体现
出坚决打击环境违法犯罪的决心。严
峻的现实告诉我们，在“史上最严”新
环保法实施 6 年多以后的今天，一些

地方的环保违法现象仍然不少，环保
守法还没有成为常态。

怎样才能让环保守法成为常态？
一方面，执法者必须有底气挺起腰杆、
铁面无私、动真碰硬，成为“黑脸包
公”，而且要有长效机制，不给违法排
污企业和个人侥幸的机会。环保、公安
部门应通过深化执法联动机制建设，
依法集中查处一批严重环境违法犯罪
案件，曝光一批典型犯罪单位和个人，
狠狠打击环境污染违法犯罪分子的嚣
张气焰。像今年以来，温岭生态环境分
局持续保持打击环境违法行为高压态
势，通过日常“双随机”抽查、“防风险

保平安”专项行动、排查见底百日攻坚
专项行动等，提升执法监管的工作效
率，加大环境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全
面保障生态环境安全，体现了政府的
责任担当，回应了群众对美好环境的
期待。

另一方面，要追究环境监管不力
的部门领导责任。当前，一些环保执法
部门，对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不仅不能
做出有效干预，反而明显地偏向污染
企业一方。为了确保监管到位，必须对
那些放任企业污染环境的部门领导施
以法律的、行政的制裁和处罚，从而健
全环境倒逼机制。惟有铁腕治理、持续

施压，科学施策、标本兼治，违法者才
会越来越少，守法者才会越来越多。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需要
综合施策，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
离不开法治保驾护航。因此，让环保
守法成为常态，执法必须保持高压态
势，挥起“斩污利剑”。冀望台州各地
进一步加强打击环境违法犯罪的力
度，以及通过监管体制和方式的创
新，切实把执法执纪关口前移。唯有
狠抓落实，力求实效，才能彰显环保
法规钢牙利齿的威力，让破坏生态环
境的行为无处藏身，真正确保生态文
明建设行稳致远。

环保守法须成常态

陈飞鹏

再过几天，加长版五一假期就
要来了。各大机构预测，今年五一旅
游将呈井喷式爆发。一方面，憋了许
久的民众对“诗与远方”的期待越发
高涨，而 5 天假期的“回归”，恰好能
为这种社会情绪提供一个释放“窗
口”；另一方面，国内疫情形势好转，
新冠肺炎疫苗普及，也为出游创造
了良好的客观环境。在此背景下，避
免游客扎堆出行，关键是要用好预
约制。

事实上，自台州智慧旅游平台上
线以来，市内各大景区基本上形成了
一套科学合理的预约管理机制，取得
了一定成效。不过，要想长久坚持并用

好预约制，还需相关配套措施跟上。
比如，许多游客到了旅游目的

地，首先要做的就是去地标性建筑和
“网红”景点“打卡”。如果因为门票难
约，总是被“拒之门外”，其实也不合
理。对景区来说，就要提前掌握社会
需求，根据旅游淡、旺季不同，推出有
针对性的预约办法，让票源分配更合
理，从而实现供需两端的有效衔接。
又如，现阶段的各种预约方式，基本
都通过智能手机进行，这对不习惯操
作手机软件的老年人来说，无异于限
制了他们享受游玩的权利。对此，应
该采取网上预约与现场人工预约相
结合的方式，拓宽预约渠道，让大众
都有平等享受游玩的机会。

除了景区，许多大型公共服务

区域一般都具有服务和参观双重属
性。借鉴景区预约制参观模式，在综
合考虑资源环境承载力、参观接待能
力、秩序管理能力等因素的基础上，
科学确定大型公共服务区域日最大
承载量。实行分时段准入预约制，对
游客的出行时间、参观路线进行合理
引导和分流，将时空上高度集中的
出行需求进行计划供给，确保区域
内客流的动态平衡，就能有效缓解
无序拥挤现象，形成更加良好的公
共区域安全秩序。

此外，通过预约制，用时间的有效
分配不仅赢得空间的相对增加，也让
管理部门能够有计划地调配力量，增
设科目，提供更多“柔性”服务。比如，
定期开展专题讲解、文化讲堂、珍品展

陈等活动，增加参观的文化含量。还可
以针对不同地域、不同群体开展特色
化服务。这样一来，管理部门与游客之
间的互动将会有效展开，这有利于促
进服务质量，让民众获得更安全舒适
的参观游玩体验。

归根结蒂，“预约制”产生于公民
与城市服务之间，既是一种默契信任，
也是一种“契约精神”。它有效统筹和
调节了公共服务资源，进而优化了公
共秩序，实现公共服务精准化和人性
化，不啻为一种城市管理的智慧。以此
为思考落点，让预约制从旅游走进更
多公共服务领域，渗透到老百姓的生
活方方面面，那么，出行游玩或办事，
就会拥有更多体验感、安全感和更高
效率，何乐而不为呢？

用好预约制“约”出新体验

浙 江 新 闻 名 专 栏

七日谈
浙 江 新 闻 名 专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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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闪亮的星——浙江“最美公
务员”评选结果出炉。全省新评选出的
99位“最美公务员”，其中有7位台州推
选的公务员，他们都是在各自系统、岗位
中比较优秀的，而且勇于担当、善于作
为、心系群众，对待工作都恪尽职守、尽
心竭力。（据《台州晚报》4月20日3版）

@偏爱：毫无疑问，这 7 位“最美
公务员”都是台州广大公务员的榜样
与标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

“努力为民”，也正因如此，他们才在平
凡的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成
为百姓心中的“最美”。

@晚晴：“努力为民”不是一定要
让干部做出多少轰轰烈烈的事，也不
是一定要让干部为老百姓做多少事，
就是在自己的工作中，始终想着老百
姓，始终为老百姓办事，将老百姓的困
难放在心上，并用实际行动去解决。

@老男孩：要想成为“最美公务
员”，首先要有一颗全心全意为群众服
务的心，只有心中有“民”，才能对工作
充满热情，干一行爱一行，不会有什么
怨言，不会在工作中推诿，更不会只想
着自己的利益。

近日，椒江公安分局府前派出
所精心制作了 2000 个印有防骗宣
传语的购物袋，组织民警深入辖区
向群众发放，提高群众防范网络电
信诈骗的意识。（据《台州晚报》4月
20日3版）

@忘情果：从传统的“中奖通
知”，到当下流行的虚假购物、冒充客
服退款诈骗，花样翻新的电信诈骗铺

天盖地，往往只需一个电话、一条短
信，就能卷走受害者多年的积蓄，带
来无尽的血泪般控诉，已成为城市治
理中的痼疾。

@大海：针对不断伪装、翻新的
诈骗伎俩，我市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
势，切实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实践证明，我们既要重拳出击、重典
治乱，更要防御在前、防患未然，同时

也要让每个人都练就一双“火眼金
睛”，以善变应万变。

@无尽空虚：我们常讲：一语
点醒“梦中人”。围绕电信诈骗的新
特点、新趋势，把防诈反诈宣传融
入 到 网 络 时 代 的 新 潮 流 、新 时 尚
中 ，才 能 让 更 多 人 第 一 时 间 愿 意
增 智 健 脑 ，进 而 守 住 防 骗 的 第 一
道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