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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时节，局地发生的新冠疫情
令“浙”里的人们揪心，但“浙”里的人
们抗击疫情的坚定更让人感动与温
暖，流淌在“浙”里的是一曲曲感动，一
幕幕温暖。一群勇敢的人，万众一心
下，筑起了抗击疫情的坚强屏障；众志
成城中，立起了不达完胜不罢休的决
心。

多少人逆风而行，多少人守护家
园，多少人废寝忘食，多少人风雨交
加，多少人舍小家护大家。众里寻她千
百度，蓦然回首，就在抗疫风险处，这
就是“浙”里的人。

“浙”里的冬天肯定会过去，“浙”

里的春天必然会来临。因为我们在行
动，因为我们有坚定，因为我们有决
心。“浙”里的人们抱成团，“浙”里的人
们结成队，“浙”里的人们有力量。

“红船精神”，“浙”里起航；“两山
理论”，“浙”里诞生；改革开放，“浙”里
先行；数字高地，“浙”里出发；共同富
裕，“浙”里示范先行……无数令“浙”
里的人们骄傲与自豪的事，都在“浙”
里发生和演绎。今天，面对疫情，“浙”
里的人们同样在演绎一场坚决阻击疫
情的人民战争。

在战略上藐视，在战术上重视。面
对疫情的不确定性，突出重点，精准发
力，一鼓作气，决战决胜，确保疫情不
外溢、降总量，早清零，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遭遇战阻击战歼灭战。防控进入
最关键，关键时刻抓关键。丝毫不懈
怠，丝毫不马虎，以最高的标准防控，
以最短的时间清零，“浙”里在行动。

党旗在“浙”里飘扬，堡垒在“浙”
里筑就，先锋在“浙”里冲锋。党员在
前，干部在先，“浙”里是践行初心使命
的实战场，初心在“浙”里闪光，使命在

“浙”里传递。在这个隆冬，初心更加温
暖，使命弥足珍贵。冬天过去，春天定
会在“浙”里绽放出倍加的美丽。

“要增强必胜之心、责任之心、
仁爱之心、谨慎之心，勇当先锋，敢
打头阵，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习总
书记的重要指示，是我们抗击疫情
的力量源泉。“必胜之心”，凝聚起万

众一心的磅礴气势，铸就众志成城
的铜墙铁壁；“责任之心”，向人民负
责，为人民担当；“仁爱之心”，当好
群众的贴心人，当好群众的主心骨，
为老百姓撑起一片天；“谨慎之心”，
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一丝不
苟，精准施策，谨慎小心，多点出击，
抢占先机，决战决胜。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
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
天烧。”人民的力量，可让高山低头，
可让河水让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
五洋捉鳖。面对疫情，“浙”里的人们
在行动。我们坚信，“浙”里能行，“浙”
里的人们必胜，“浙”里的春天正向我
们走来。

“浙”里的冬天会过去

徐剑锋

10 月 22 日，《台州市养犬管理
条例》经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11月25日，省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批准该条例，并将于2022年5月1日
起施行。（12月6日《台州日报》）

遛犬牵绳、及时清理狗粪、养
犬登记年审……这些看上去分分
钟就能做到的小事，要真正“知行
合一”，其前提在于提升全民依法
养犬、文明养犬意识。说到底，就是
要持之以恒地开展宣传教育，既要
运用印发《文明养犬倡议书》、签订
文明承诺等传统方式，也要发挥动
漫、抖音等新兴媒介作用；既要和
风细雨宣讲，也要主题活动实践；
既要正面典型引导，也要反面曝
光，进而倒逼广大市民共创和谐文
明养犬的社会环境。

对不文明养犬行为要严管，在
台州已经形成基本共识。如何严管
到位？反映的是城市治理能力的

“精度”。一方面要严密闭环，全链
条、全过程、全天候进行监管，防止

“跑冒滴漏”，防止脱节掉链，有效
阻止各类犬只扰民行为出生、成长
在监管的“空白地带”；另一方面要
严格执法，对携犬进入公共场所、
犬只便溺不清理、犬吠扰民、重点

区域饲养烈性犬等突出问题，坚
持铁面无私，拿出铁石心肠，用上
铁腕手段，形成“人人敢打”的浓
厚氛围和“违法必罚”的心理震
慑。实践充分证明，让法律长出

“牙齿”，强化刚性约束，就能起到
良好的效果。

管好一只狗并非易事，某种程
度上是对城市治理体系“密度”的
检验。这就需要进一步强化公安、
畜牧兽医、市场监督管理、城管等
职能部门以及村（社区）、小区物管
等方面的职责，既要加强重点时段
的巡查，也要强化重要阵地的把
守，整合资源，形成合力。

治理不文明养犬行为，在创新
社会治理手段的同时，还应完善公
共配套功能。譬如，在遛狗密集的
公共场所，合理设置宠物排便区；
在小区内，设立专门针对狗的垃圾
桶或粪便收集袋；为办理养犬登记
的市民免费发放犬绳、拾便器、标
志牌、犬只口罩等文明养犬“四件
套”……这样的配套服务多多益
善，亦是对文明规则执行的一种无
形督促。

让文明养犬成为一种习惯，宣
传教育、严格执法、公共服务“一个
都不能少”，软硬兼施、内外兼修，共
同捍卫社会文明、增强规则意识，我
们的城市一定能更加和谐宜居。

文明养犬
要突出“内外兼修”

刘蒸蒸

12 月 17 日，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印发《反食品浪
费工作方案》，提出“支持自助餐企业对浪费行为适当
加收费用”“禁播暴饮暴食节目”“推进机关食堂反食品
浪费”“健全临期食品销售体系”等多项举措，覆盖面
广、针对性强。

消息一出，引来众多关注和热议。不少网友在人民日
报、央视新闻等新媒体平台发表观点，力挺四部门出台的
这一工作方案。特别是对禁播“吃相难看”的暴饮暴食视
频，更是举双手赞成。

“太及时了，给孩子也要树立节约每一粒粮食的思
想！”“强烈支持！现在有些年轻人不珍惜粮食，以为是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不以浪费为耻，反而当成低
俗的噱头。”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勤俭节约、反对浪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取向，也是现
代社会的文明标志。但对有些从小衣食无忧的年轻人来
说，从未经历过节衣缩食，也没有体验过艰辛的农耕劳
作，可能真少了点对食物的敬意。

实际上，虽然早已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作为一个人
口大国，我国的耕地面积并不突出，对粮食安全还是始终
要有危机意识。放眼世界，联合国粮农组织近两年发布的

《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都预估，由于新冠肺炎
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世界濒临至少50年来最严重的粮
食危机。2020年，全世界有7.2至8.11亿人口面临饥饿，与
2019年相比增加了1.61亿。

粮食危机绝非危言耸听，无节制的狂吃狂喝视频却
成了浪费食物的新升级。“反对暴饮暴食，更加反对各类
假吃！节约粮食，人人有责！”“‘大胃王’吃播该好好规范
一下了，引导科学正确饮食观！”……面对这种不良的“怒
吃”导向，不少网友心存担忧，也希望相关部门能下决心、
动真格，真正规范各类吃播行为。

缺乏“来之不易”的意识，加上流量与变现的诱惑，导
致暴饮暴食的吃播屡禁不止。吃播博主大口吞吃，大堆食
物一扫而光……一些吃播视频表面是大快朵颐，背后却
是“暴饮暴食”“造假”“催吐”等种种不当行为。“大胃王”
吃播不仅成了不健康的代名词，更向网络社群传递出浪
费粮食、过度饮食的不良示范，与全社会努力建立的节约
意识和减少食物浪费的理念背道而驰。

胡吃海塞的吃播视频饱受诟病，针对这一现象，《反
食品浪费工作方案》中明确禁止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络
音视频服务提供者制作、发布、传播宣扬量大多吃、暴饮暴食等浪费
食品的节目或音视频信息。并明确由广电总局、网信办等部门按职责
分工负责，履行执法监督执责。而根据已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食品浪费法》，制作发布传播暴饮暴食视频节目，最高可罚10万元。

“袁隆平爷爷让咱吃饱，没让咱糟践粮食。”可实际上，我国每年
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就达500亿公斤，接近全国粮食总产量的十分之
一，可谓触目惊心（据央视网报道）。反对食品浪费，需要加强宣传教
育，改变各种不良消费习惯，制止错误的消费导向。而面对“大胃王”
吃播等不良现象，则更要强化法规制度约束，消除错误引导，这才是
实现长效管理的根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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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市出台了《关于加强工业
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 助力优化营商
环境的若干意见（试行）》。12月 14
日，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意见》
起草制定情况和主要内容。（据《台州
晚报》12月15日3版）

@天下：面对一个个优质项目正
加快落地生根台州大地，谁在资源要
素保障上抢先一步，谁就能赢得高质
量发展的领先优势，台州出台新政创
新供地方式，破解重大项目“用地难”
正当时，要持之以恒打好组合拳。

@无名：当前，土地资源管理的闸
门越来越紧。于台州而言，保障项目用
地供给要坚持“内外并举”，既要主动
对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耕
地占补平衡指标等，为重大项目落地
拓宽保障渠道，又要严格项目节地准
入，并唤醒“沉睡资产”，进一步打开发

展空间。

@听惊雷：抓住项目建设这个发
展“牛鼻子”，做好用地保障工作是前
提。破解项目用地“难点”，打通服务保
障“堵点”，就一定能助推项目建设提
速增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陈 怡

在山海台州曾有个盛极一时的
小镇，名为章安。历史的冲刷，让这
座小镇褪去了“浙东南第一县”和

“海疆都会”的盛名，披上了苍老的
外衣，只剩下满布青苔的石板路。从
伤痕累累的遗迹中，隐约可见当年
商贾云集、人影如织。低调的章安古
镇似乎被人遗忘，独处闹市却寂静
地散发着苦味幽香。为保护传承老
街文化，不让千年老街蒙尘，自2019
年以来，章安老街启动修缮改建工
程，历时一年多，老街再现昔日风
采，成为美丽城镇重塑人文美的一
个可圈可点的“破圈”模板。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此前有许
多古镇开发违背了修复的初衷，将
本应是人居住的地方变为了“网红
打卡地”，成为产生经济利益的“聚

宝盆”，千镇一面，失去了古镇独有
的灵魂。在未来，如何让游客把脚步
慢下来，把原住民留下来，是每一个
古镇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现实考题。

修旧如旧，盘活古镇资源，离不
开文物的保护。文物是不会说话的
历史记录者，它们用特有的方式，记
录着民族血脉的基因密码，也镌刻
着寻根问祖的特殊情怀。古建筑是
无言的诗歌，砖瓦之间，承载千年。
透过砖瓦的颜色，我们可以感知到
当时的民俗风情；注视砖瓦的形态，
我们可以感知一个时代的社会风
貌；触碰砖瓦的角落，我们可以感知
彼时的工艺技术。古镇的修缮，应珍
惜每一处岁月的痕迹，坚持“修旧如
旧”原则，实现古镇修缮与人居环境
的提升相统一，在留住古镇的“形”
和“魂”的同时，注入现代生活要素，
不改变原有生态，再现千年古韵。

守旧续新，古镇走出深闺，离不开
非遗的传承。非遗，不应是躺在橱窗里
的展品，“遗世而独立”；也并非是束之
高阁的绝活，“养在深闺人未识”，而是
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活化石”，是连
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非遗的每一次
亮相，都是人们对于传统技艺之美和
匠心之美的感知与认同，更是涵养乡
风文明、走向共富的“金钥匙”。当下最
为缺少的是像老一辈民间老艺人那种
坚守、执着，可以一辈子专注一件事。
曾有一位非遗传承者在接受采访时
说：“做这个，年轻人也没人喜欢了，这
个没有经济效益，民间艺术没有传承
了，我们做这个也让年轻人看一看，也
希望有年轻人可以传承这个手艺。如
果没了蛮可惜。”非遗需要的绝不仅仅
是列入名录，更需用新思维、新方法，
让非遗活起来、火起来，被继承、发展，
被再次创造，重获新生。

访旧寻根，讲好古镇故事，离不
开文化的挖掘。古镇，说到底是人居
住的地方，古镇文化，就是人的文
化。“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建
筑形态的修复终归是基础性工作，
人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古镇的守护
必须要有人，才能充满浓浓人间烟
火气，才能安放无处落脚的乡愁。冯
骥才曾说：“我们保护传统村落，是
为了子孙万代看得见自己的文化。
古村落的价值要满足人们精神需
求，就像我们保留奶奶和母亲的照
片一样。让老百姓住在村落里面，享
受发展成果，有机会通过劳动换取
生活资源。”古镇保护，核心是要对
文化进行深度挖掘并且“活态传
承”，用本土文化来打响品牌，凝练
乡愁记忆符号，不仅将乡愁留在老
街上，更要让年轻人在这里找到归
宿，延续文脉，让乡愁有“乡”可寻。

千年古镇话“旧”事

浙 江 新 闻 名 专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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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铭耿

近日，台州市基于“台州码”应用
的“扫码通行”功能，在全市 6600 个
重点场所推广台州“畅行码”，实现防
疫信息登记核验自动化，助力疫情溯
源，实现精准防疫。只要扫一扫“畅行
码”，就能自动核查健康码，并完成通
行登记，经过保密处理的信息，仅用
于防疫工作。

用这种数字化的办法取代纸质登
记，不仅免去了市民反复填表的麻烦，
又填补了纸质填报可能出现的疏漏，

省下基层一线大量人力物力，有助于
降低防疫的社会成本。同时，基于数字
化实现动态管理，让城市管理者对整
体疫情防控有一个全盘统筹，有助于
提升精准管控、精密智控的应用效能。

除此之外，我市还有不少社会管
理和公共服务部门，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助力防疫、办事两不误。比如椒江
出入境管理大队为了减少窗口的人
际接触，让群众少跑腿，推出了“出入
境工作微信”的便民举措，通过微信
沟通审核，实现“不见面”办理。这最
大限度地避免了申请者外出活动，减
少了审批事项办理过程中的聚集感
染风险。另一方面，从“面对面”变成

“键对键”，改变的不只是审核模式，
还有服务效率的提升。

如果说，以前的“便民”主要体现在
制度设计和工作态度上，那么随着时代
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

算等新技术手段越来越成为“便民”的
得力助手。特别是这次疫情期间，技术
发挥了巨大作用。不论是健康码、行程
码、密接人群追踪，还是利用AI技术测
温，大数据实时分析人流、调配防疫物
资，都体现了技术防疫的属性。

技术防疫也为优化治理体系、提
升治理能力提供了重要契机。不少防
疫期间积累的宝贵经验正从“管一时”
变成“管长久”。比如基层防疫跟踪管
控系统，能够做到将触角延伸到每一
个基层单位、工作者以及个体，同样可
以借鉴到提升基层治理的精细化、科
学化与智能化水平。再比如，武汉等城
市已经将“健康码”升级为“市民码”，
打造民生服务移动端总门户，门诊挂
号、水电气缴费、不动产验证、酒店入
住、乘车停车、景点预约等市民医食住
行相关的生活需求，都可以通过健康
码的深度应用实现指尖触达。还比如，

疫情全程一体化防控体系的建立，不
仅优化了政府业务流程，也打破了地
域阻隔和部门壁垒，实现资源的整合
共享和科学调度，这些都可以运用到
城市一体化治理过程。

这其实也是把“防疫”这篇大文章
嵌入城市治理的宏观背景之中。技术
防疫在保证特殊时期公众正当权益的
同时，也在无形之中加速推动着城市
智慧治理的能级提升。正因此，看似是
根据防疫所需、对接民众需求的非常
之举，并不意味着“一次性”使用。有些
还可以此为契机，着眼长远、深入研
究、拓展应用，推动便民服务模式常态
化。这样的话，即便疫情过去，类似“畅
行码”和“出入境工作微信”的非常举
措，还是能以某种形式延续便民服务
功能，让老百姓一如既往享受技术防
疫带来的“便民红利”。而这想必也是
我们每个人的心愿。

用好“智控”，提升城市治理能级

范永亮

近期，我省出现了一轮来势凶猛
的疫情。一时间，省内各地的人员物
资纷纷涌入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
地区，充分诠释了“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的团结互助精神。

各临近疫情重点区域的地区也同
步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综合实战演练。对此，大部分群
众表示理解并予以配合，但也有少部
分群众认为演练的开展是“没事找
事”，影响了自己的正常工作生活。

事实上，就当前的疫情形式而
言，开展必要的防控演练是一件合情
合理且意义重大的工作。

类比于其他事关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的重要工作，消防需要演练，军
队也要演练，光说不练的终归是纸上
谈兵。对于防疫工作来说，以大规模
核酸检测为例，分隔区的设立是否合
理、检测方案的设立是否高效、人员
力量的配备是否协同等问题，只有在
实际演练的过程中才能得到检验，若
平时不多练、不练好，把真正的大考
当成测验必将付出更高昂的代价。

其次，无论是防疫人员还是普通
群众，心态都需要再“紧一紧”。此前
较长时期的疫情平稳状态让目前尚
无疫情地区的防疫人员和老百姓心
态意识变得可能相对松懈，“侥幸心
理”逐步占据上风。部分群众认为打

了疫苗就万事大吉，进出商场等公共
场所逐渐从以前积极配合测体温、戴
口罩，变成了嫌麻烦不愿配合的消极
状态。意识的松动是潜在的威胁。一
旦有外部的疫情输入，就可能在短时
间内引起大范围的传播，后果不堪设
想。因此，当前亟需通过实战演练的
方式让百姓在身边就能感受到立体
的、真实的“紧迫感”，让群众心态回
归到国内疫情之初那样的警备状态，
严阵以待。

此外，防疫演练的检测结果也是
一次对属地人群开展抽查的宝贵机
会。当前新冠肺炎病毒的变异呈现频
繁多样的态势，潜伏时间也存在不确
定性，很难确保是否存在一些潜在漏

洞或尚未摸清楚的传播链条，因此进
行适当范围的核酸检测是必要且高
效的一种举措，万一存在问题，就能
为相关病例的溯源工作争取更多宝
贵的机会，尽早遏制疫情传播。

综上，从防疫工作的实战经验积
累、心态的磨练和现实情况的检验需
求来看，开展疫情防控演练都是必要
的，这些工作的根本目的也都是为了
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维护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广大医护人员、党员干部在一线
齐心抗疫，作为尚无疫情发生地区的
群众百姓，能够全力配合好各项防疫
举措便是对一线人员最好的支持。所
有人都是这场战“疫”的战士。

读懂防疫演练的必要性

17岁的王新杰，是台州广播电视
大学高职学院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二班的学生。台州广播电视大学每年
的毕业生有1000多名，除了王新杰所
在的与轻轨相关的专业，还有多个技
能型专业，在就业时也比较吃香。（据
《台州晚报》12月15日7版）

@洛克大道：技能型人才的劳动，
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关键环
节，没有高素质、高技能的工人的劳
动，就不可能有高质量的产品，更不可
能有经济的腾飞。

@冯川：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和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技能型

人才远远不能满足产业发展需求。
台州被誉为“制造制度”，技能型毕
业生就明显更受企业欢迎。

@老马识途：技能型人才短缺
的状况必须得到彻底扭转，要知道，
只有契合社会需求的人才，才会“钱
景”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