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话漫说〗

暑假期间，各地的博物馆爆棚。虽然博物馆内张贴了文明标语，但是不文明行为仍
随处可见：追逐打闹的小孩、倚靠踩踏栏杆的游客、将一只腿放到座位上抠脚的参观者、
脚踩栏杆地台打电话的游客……无论什么时候，在博物馆打闹都不应该。小孩不懂事，
大人也不懂？

“大开眼界”
□李嘉

《倡议书》一经发布，便引
起很多读者的关注。毕竟，垃圾
分类涉及千家万户，和每个人
的生活息息相关。不少市民表
示，将积极支持垃圾分类，争当
垃圾分类的宣传者、践行者和
推进者。

中国是一个重视卫生的国
度，从考古发掘来看，早在四千
多年前，中国就有了古老的排
水管道，至少在三千年前的周
朝就普遍使用厕所和地下排水
管道。古人非常重视个人卫生、
家庭卫生和公共卫生，对于公
共卫生，也是从周代开始就有

专门的部门进行管理，并有保
洁人员。对于违反卫生条例的
人，古人的处罚是非常严厉的，
有剁手、脸上刺字、杖刑等多种
处罚，不少古籍中都有这方面
的记载。

据史料记载和专家考证，
“垃圾”一词从宋代开始就已经
出现。古人讲卫生，采用填埋、
粪便还田、粪便养猪等多种方
式处理垃圾。而到了明清时代，
回收垃圾已经形成了产业化，
这些产业主或产业工人懂得垃
圾分类，将分门别类的垃圾各
取所需，把垃圾变废为宝，在中

国已形成优良的传统。
由此可见，垃圾分类这一

做法由来已久，是值得继承的
优良传统。古人尚且有此眼界，
作为现代人，我们更应该将其
传承并发扬光大。我们应该严
格按照生活垃圾分类标准，从
我做起、人人参与，积极做好干
垃圾、湿垃圾、可回收物、有害
垃圾的分类收集、定时定点投
放，让主动分类、自觉投放成为
生活习惯和行为自觉。主动杜
绝垃圾污染，积极推动节能环
保，一起维护我们共同生活的
美好家园。

□孔浩（本报）

让垃圾分类成为一种习惯
近日，我市六家单位联合向全体市民发出的《垃圾分类倡议书》。号召全体市

民开始垃圾分类，共同减量垃圾、杜绝污染，让垃圾分类成为一种习惯，让文明投
放垃圾成为一种素养，让绿色生态成为共同家园的主题。（7月11日《枣庄日报》）

〖百姓说话〗

〖微言大义〗

@张丽#先人后己#
7 月 25 日，在沈阳街头，一

辆宝马撞上了一辆尼桑，两车损
毁都比较严重。两位女司机下
车后，没有先看自己的损失，更
没有相互指责，而是第一时间抚
慰对方。年长女子为年轻女子
擦掉眼泪，年轻女子查看年长女
子身上是否有外伤并表示要带
她去医院。最后，交警处理完毕
时，两人互相拥抱，一场事故以
温情收场。见多了车撞得不厉
害，人却打得不可开交的事故现
场，沈阳这两位女士的做法真是
一股清流。谁也不想撞车，遵纪
守法、互相体谅，心路通了，马路
也就清净了。

@孙小二#文明搭乘电梯
从“我”做起#

为了等人，用手人为控制电
梯，不让电梯自动关门，不少人
都有这个习惯动作。殊不知，这

种行为既不文明，而且容易引发
电梯运行故障，甚至导致电梯安
全事故。

电梯与我们的生活和工作
密切相连，保障电梯安全运行事
关我们每个人安全。从电梯运
行而言，日常维修保养要到位，
确保电梯不带病工作，不能等到
电梯出现问题再突击维修。与
此同时，文明搭乘电梯，对于保
障电梯运行安全同样至关重
要。不合理、甚至违规使用电
梯，是引发电梯运行故障的一大
因素。比如，家庭装修运送砂石
水泥时，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能
让货物碰撞电梯，更不能超载，
让电梯负重爬升。

从“我”做起，文明搭乘电
梯，遵守公共安全规则，才能尽
量避免人为使用不当引发的电
梯安全事故，有效保护自己和他
人安全。

据报道，个别高层住宅
楼的住户将电动车停放在楼
层的走廊内，既影响通行，又
增加了不安全因素。“我们设
置了一些免费的停车区域，
但居民还是总把电动车停放
在楼上，严重影响小区的环
境与秩序。”小区工作人员
说。（7月26日《枣庄晚报》）

□张莉萍（本报） 生活中，小区内楼道成住户
的“自留地”，堆放杂物、停放车
辆的现象比比皆是。有的小区
施划了车位，也有许多车辆堵在
消防通道里。近年来，我市在整
治小区楼道乱堆乱放方面做出
了很多努力，但效果却不尽如人
意。楼道“变身”停车场，既反映
了市民自身安全意识、法律意识
的淡薄，也映射出有关部门的监
管缺位。

事 实 上 ， 早 在 2017 年 12
月，省公安厅就发布了 《电动
车消防安全五条禁令》，严禁在

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
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
电。另外，根据 《物权法》 的
规定，居民楼楼道属于公共区
域，归全体业主共有，任何人
没有占据公共楼道的权利。如
果小区委托了物业公司，则由
物业负责楼道的日常管理，对
楼道里乱堆乱放的杂物及时清
理。

然而，立规矩容易，守规矩
难。虽说一系列的法规、规则
都对楼道公共区域禁止停放车

辆，堆放杂物做出了规定，但
在实施中却存在众多困难。一
些业主无视规则，除了心存侥
幸之外，恐怕也是因为违反规
则的“代价”实在太低。物业
和社区等单位多是提醒改正，
没有处罚权，使得物业和社区
等单位有心无力。而消防等部
门，又往往是“天高皇帝远”，
消防通道被占问题难以发现，
更别说责令整改或处罚了。法
律、法规的生命力在于实施，
法律、法规的权威也在于实
施。但现实是一边是法律法规

与规章制度利剑高悬，一边是
违法违规的苗头屡刹不止，这
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

法律法规如何能有效实施，
而且能立竿见影地见到效果，除
了持之以恒的道德教化，关键是
让法律规章成为“高压线”。这
不仅需要监管部门之间加强合
作，信息共享，实现对各小区住
户的监管，还需要对不文明的乱
堆乱放，加强监管打击，同时加
强问责，让人们对法律法规产生
一定的敬畏，人人合力推动社区
消防安全建设。

社区消防安全需要人人合力推动

这几天，笔者陆续接到好几
个电话和请柬吃“升学宴”的，其
中有公职人员，不好发请柬，只
能电话私下邀请。酒店是不能
去了，届时化整为零，到一些偏
僻的“农家院”分批宴请。不是
公职人员的就大摇大摆发请柬，
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

为什么一些家长给子女大
办“升学宴”之风屡禁不止呢？
笔者通过调查发现，至少有以下
几个原因：一是以前收到的“高
价饭票”太多，花出去的“银子”
借机要收回来，否则就觉得“吃
亏”了。二是眼下独生子女多，

“金榜题名”对一个家庭来说可
是件大事，不“热闹”一下有点不
近人情。三是受“礼尚往来”传
统思想影响，一些人收受了别人
家的多次礼金后，总要找个机会
还礼于对方。

这种“升学宴”不正之风从
城市蔓延到了乡村，很多农家娃
考上大学后也将“升学宴”移到
了城市。笔者一位同事农村亲

戚的“升学宴”就非常有派头，不
仅大摆宴席近 50 桌，大宴宾客
好几百人，还请来了乐队，可谓

“高规格”。
“升学宴”之风带来的后果，

是奢侈之风蔓延，相互攀比，浪
费现象严重，同时也苦了普通老
百姓，令很多家庭苦不堪言。“升
学宴”每次礼金 200—500 元不
等，甚至高达数千元，使很多家
庭的支出大增，“财政”吃紧。一
些人感叹说，以前赴宴只是传统
的“婚丧嫁娶”，可眼下已蔓延到
乔迁宴、生日宴、满月宴、周岁
宴、升学宴等等，五花八门，令人
生畏。

眼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
领导和各部门都在狠刹大吃大
吃之风，崇尚节约，各级纪检部
门对公职人员“升学宴”中出现
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要制定
反制措施，予以杜绝。对普通老
百姓而言，办“升学宴”虽然属于
个人行为，但影响很坏，不利于
建设和谐家庭、和谐社会。

大办“升学宴”不可取
眼下高考录取工作已渐入佳境，不少家长在孩

子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第一件事就是为孩子筹
办“升学宴”。

□汪志

〖网言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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