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年回谁家”
需要用智慧解决

■世象漫说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长话短说

■有感而发

天歌： 近日， 家住连云港东
海县的单某与妻子陈某因去哪家
父母那边过年引发了争执， 为了
达到回娘家过年的目的， 陈某先
闹失踪， 后寻短见， 幸亏民警及
时控制、 调处， 避免了闹剧向悲
剧的转变。 夫妻双方到底应该回
谁家过年， 这实在是一个老生常
谈的问题了， 既然父母只有 自
己 一 个 孩 子 是 客 观 存 在 的 事
实 ， 那 么 这 个 问 题 就 必 须 积
极 面 对 ， 智 慧 地 寻 求 解 决 问
题和矛盾的办法。

《春节自救指南》恶搞之中有真意

■北京两会观察

马琳： 随着天津调料造假窝
点被查出， 又一次敲响了食品安
全的警钟。 制假售假的直接根源
就在于假冒伪劣食品所带来的暴
利。 许多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
化， 不惜欺骗消费者， 甚至故意
从事违法违规活动， 以次充好、
以假乱真， 做出损害消费者健康
的行径 。 要想解决食品造假问
题， 必须加快完善食品安全标准
体系 ， 抓紧制定一些急需的标
准， 推动食品安全标准与国际标
准对接， 用最严谨的标准为食品
安全提供基础性制度保障。

联合惩戒
“老赖” 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 因为失信 ，

576.62万人次被限制购买机票， 207.23万人次被限制
购买列车软卧、 高铁和其他动车组一等座以上车票。
这是国家发改委18日在信用体系建设媒体通气会上透
露的信息。 “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大格局正
在形成。” 国家发改委表示， 在失信联合惩戒方面，
国家发改委、 人民银行等40多个部门签署了失信被执
行人、 环境保护、 财政性资金、 食药管理、 安全生
产、 产品质量和电子商务领域7个联合惩戒合作备忘
录。 （1月18日中新网） □老笔

要狠抓食品安全
消除餐桌上的“毒瘤”

□汪昌莲

立法规范广场舞具有样本意义
�立法规范广场舞，宜堵更

宜疏。对于广场舞这项涉及亿
万群众的积极的社区文体活
动， 城市管理者应加强扶持、
管理和疏导。

17日上午， 北京市十四届人
大五次会议召开第三次全体会，
审议 《北京市全民健身条例 (草
案 )》。因 “广场舞 ”而扰民等问题
今后将有法可依。草案规定，单位
和个人举办参加全民健身活动，
应当遵守健身活动场所的规章制
度，合理使用并爱护健身设施，不

得扰乱公共秩序，不得宣扬迷信，
不得影响他人的正常工作、 学习
和生活。（1月18日《北京青年报》）

据媒体公开报道， 目前全国
广场舞爱好者过亿人， 主体人群
是40到65岁的中老年妇女。 跳广
场舞裨益身心， 已成为社区文体
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特别是，国
家体育总局推出12套广场舞，推
动其健康有序发展。然而，广场舞
噪音扰民，引发纠纷不断。如此语
境下，《北京市全民健身条例 (草
案 )》规定 “全民健身活动不得扰
乱公共秩序， 不得影响他人的正
常工作、学习和生活”，表明治理
广场舞扰民问题，将有法可依，具

有示范意义。
据网络相关调查显示， 七成

网友认为，广场舞制造噪音，有扰
民现象。 以至于广场舞扰民已成
为广受关注的“全国现象”。特别
是， 此前有的地方曾发生过居民
扔物、泼粪、放狗、鸣枪等驱赶舞
者的过激行为， 更是将广场舞扰
民问题推上了风口浪尖。 广场舞
成“扰民舞”，看似一个小问题，却
也是一道民生难题。 如何满足人
们喜欢健身和追求安静的不同诉
求， 考验着一座城市的管理水平
和文明程度。

可见，将全民健身入法，广场
舞扰民的问题当会迎刃而解。首

先，由公安部门牵头，与环保、文
体、城管等部门配合，开展联合执
法， 合理有效解决广场舞扰民问
题；同时，指导社区广场、公园管
理处， 对广场舞组织者实行登记
制，一旦发现有噪音扰民现象，直
接联系组织人进行劝导。特别是，
规定跳广场舞的起止时段，设备的音
量大小，避免噪声扰民。此外，在对广
场舞进行依法规范、制度约束的同
时， 应加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投
入，使其趋利避害。当然，重塑和
谐邻里关系，也显得尤为重要。

换言之，立法规范广场舞，宜
堵更宜疏。 对于广场舞这项涉及
亿万群众的积极的社区文体活

动，城市管理者应加强扶持、管理
和疏导。首先，既然是广场舞，就
必须建设有相应的文化广场。这
就要求，城市管理者舍得投入，并
做好规划设计， 在远离办公、学
校、 医院、 居民小区等场所的地
方，专门修建公益性的文化广场，
供市民娱乐休闲。同时，应创新社
会管理， 完善社会干预机制和公
共服务体系， 营造良好邻里关系，
激发出人性中的善能量。比如，通过
举办“邻里节”、开办社区 “网上家
园”、发放“睦邻卡”等睦邻活动，为
邻里间提供面对面交流情感、化解
矛盾、互相扶持的平台，让社区大
家庭里的居民真正和谐相处。

黑臭水体治理
关键要建长效机制

真情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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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昨
天在 “市民对话一把手” 访谈中
透露， 今夏用水高峰前， 通州城
区的总供水能力可达每日35.5万
立方米， 居民将喝上丰沛的自来
水； 今年内通州将完成53条段黑
臭水体治理； 曾被比喻为 “牛奶
河” 的萧太后河今年上半年将完
成治理； 本市河长如果考核不过
关将会被问责。 （1月18日 《北
京晨报》）

可以说， 黑臭水体治理既是
一场攻坚战， 也是一场全面战。
攻坚， 就是要集中火力， 各个击
破， 通过截流、 清淤疏浚、 生物
治理等措施， 尽快让水体清澈起
来； 全面， 就是要持续发力， 堵
住源头， 形成制度， 不让黑臭现
象出现反弹。 这就需要相关部门
稳扎稳打、 真抓实干， 切实把治
水的作战图、 路线图挂出来。

让水成为城市的灵魂， 不仅
需要政府担起应尽的责任， 更要
靠企业自觉和公众努力。 从报道
上看， 黑臭水体的形成， 生活污
水及生产废水排放 “贡献不小”。
除了加快污水管网建设外， 更应
树立 “生态+” 理念。 尤其是面
对长期以来粗放发展模式累积下
来的生态欠债， 在破除 “乱扔乱
倒乱排” 等陈规陋习的基础上，
必须把握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这个科学治水的 “衣领子 ”，
通过打好转型升级系列组合拳，
大力发展低碳经济、 循环经济，
彻底淘汰落后产能， 消除污染源
头。 我们有理由相信， 随着 “源
头严防、 过程严管、 后果严惩”
的生态文明体制机制、 “谁造成
污染谁赔偿 ， 谁没有达标谁担
责” 的体系日臻完善， 实现经济
效益、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
化可期。

实践经验告诉我们， 前期规
划重要， 治理过程重要， 但更重
要的是把握好构建体制机制这个
长效治水的 “定海针”。 黑臭水
体具有季节性、 易复发等特点，
要防止黑臭现象反弹， 不仅离不
开监管的强化和公众的参与 ，
进 一步健全水质监测 、 预警应
对、 信息公开等机制， 而且应在
落实监督考核、 强化追责问责、
完善治理协调机制等方面下功
夫， 补齐短板， 消除漏洞， 避免
破窗效应。 □知新

1月18日上午 ， 北京西站联
合北京各大医院专家在车站北二
楼大厅西侧举办了以 “平安回家
路” 为主题的义诊活动， 引来众
多旅客驻足参与。 据悉， 此次义
诊活动分为两部分， 首先从18日
上午九位医学专家开展集中义
诊； 其次19-22日还将持续开展
为期4天、 每天一名医学专家的
专题义诊， 惠及更多的春运出行
的旅客， 为旅客送去健康祝福。
(1月19日中新网）

眼下， 已经到了春运的高峰
期。 放眼望去， 各个火车站内都
是摩肩接踵的旅客。 他们怀着尽
快与家人团聚的心情， 迈着匆匆
的步伐， 肩扛手提大小行李， 提

前赶到火车站的候车室， 生怕误
了车 。 老话说得好 ： 在家千日
好， 出门一时难。 临近春节， 归
心似箭 ， 有的人为买火车票着
急， 有的为采购给亲人的礼物上
火。 有的平日就患有这种或那种
疾病， 节前工作太忙， 顾不得上
医院看病。 还有的， 平时身体挺好
的， 可就在去火车站的路上， 光顾
着赶路了， 没看清脚底下， 崴了脚。
特别是小孩子， 大冷天的一来回
折腾， 就容易得病， 刚刚在家还
好好的， 一到火车站就发烧了。

北京西站推出的义诊活动 ，
无疑对广大旅客来说是雪中送
炭。 一是展现了西站 “待旅客为
亲人” 的服务理念。 开展对重点

旅客的特色服务， 努力为旅客解
决实际困难。 二是善于观察、 总
结、 发现在服务旅客的过程中需
要增加和改进的服务项目， 为旅
客真情实意办实事， 做到了无微
不至。 三是把待旅客如亲人的理
念转化为职工的自觉行动， 遵循
服务规律 ， 尽力满足旅客的需

求， 想旅客之所想， 急旅客之所
急。 为旅客营造有序、 便捷、 畅
通的出行环境。

我们真诚地希望其他服务部
门能够从西站在服务细节上满足
旅客需求的事例中受到启发， 完善
自己的服务体系和内容， 让更多
的群众感受到温暖。 □许庆惠

“又一个春节将至 ， 你是否
曾接受过全家灵魂深处的拷问？
你是否又将要被亲戚的超负荷关
爱电磁炮所击中 ？ ” 此前凭借
《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
哪里了》 等 “魔幻神曲” 走红的
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 昨日又推
出新歌 《春节自救指南》， 号称
“自主研发的神奇药丸， 专治父
母逼婚、 亲戚围堵、 熊孩爆炸等
春节顽疾。” 视频中， 七大姑八
大姨悉数上阵 “唱美声”， 细数
“就你最不懂事 ” 。 （1月 18日
《扬子晚报》）

每逢佳节被相亲、 每逢佳节
被逼问， 似乎已经成了很多人不

得不面对的一场考验。 相对于父
母的谆谆教导， 七大姑八大姨的
逼问杀伤力更大。 她们可以从收
入到房子再到感情全部追问一
遍， 让人难以招架。 在网上搜一
下 “春节+七大姑八大姨 ”， 立
马就会跳出一大堆应对攻略， 比
如 《过年回家教你如何应付七大
姑八大姨》、 《春节必备 :告诉你
应对七大姑八大姨的正确姿势》
等等。 也难怪有人感慨： 不怕老
师的提问， 也不怕领导的叱问，
就怕亲戚们的审问。

我相信七大姑八大姨提出连
珠炮似的问题， 并不全是窥私欲
和势利的体现， 绝大多数都是出

于善意和关心， 年轻人要读懂其
中的好心和期待 ， 无须过度紧
张， 更无须产生反感、 避之犹恐
不及。 七大姑八大姨成为一种备
受关注的普遍现象， 也折射出某
些社会现实 。 从这个角度看 ，
《春节自救指南》 恶搞之中有真
意———现如今社会竞争压力较
大， 有些年轻人在工作、 感情、
婚姻等方面面临一些实际困难。
社会要给年轻人创造更大的 发
展 空 间 和 更 多 的 上 升 渠 道 ，
让他们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处
境、 改变命运， 在所有人的面前
挺直腰杆。

□乔志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