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随着宜居城市、 智慧城市、 森林城市的
不断探索， 国内的众多城市都在努力寻找并确立
自己的独特定位。 前不久， 为防止出现 “贪大、
媚洋、 求怪” 等建筑乱象， 黑龙江省严格限制盲
目规划建设超高层 “摩天楼”， 要求不得新建高
度500米以上建筑。 同时要对城市高层建筑进行
分类、 分区域管理， 打造城市错落有致的天际
线。 这也是贯彻去年住建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就
联合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
理的通知》。 看来， 近年来城市摩天大楼建设热，
也该划上休止符了。

提到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 很多人的脑海
里， 立即会出现这样的画面： 栉比鳞次的摩天大
楼， 川流不息的人群， 令人窒息的空气。 不少楼
宇的距离都是肩并肩， 如果抬头望天， 只能是看
到高楼周围的天空， 远处是无法看到的。 在这样
的摩天楼群中行走， 每个人都会感觉到自己很
渺小。

笔者发现， 除了北上广深这几个一线城市摩
天大楼数量偏多之外， 就是在一些经济不太发达
的城市， 也集中了众多的摩天大楼， 甚至一些小
城市， 也是争先盖高楼， 似乎缺少摩天大楼就不
是现代化的城市。

摩天大楼向来被认为是城市繁荣的见证， 因
为目前追逐超级摩天大楼的城市不在少数。 包括
在建、 已经建成和有规划的超高层， 国内300米
以上的超高层有464座， 这个数据超过全球的三
分之一， 其中以深圳、 广州、 上海等地居多。 目
前， 200米以上的高楼有895座， 300米以上的有
94座， 400米以上12座， 500米以上6座。 统计表
明， 有超过三分之一的150米以上的大楼在中国，
位列全球第一。 可以说， 中国200米以上的高楼
占了全球的一半。

令笔者吃惊的是， 曾经象征西方发达国家城
市繁荣标志之一的摩天大楼， 在许多国家并不多
见。 因为摩天大楼带来的现代城市病， 已经让西
方诸国饱受折磨， 慎盖摩天大楼已经成为西方建
筑界的共识。 如德国， 是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之
一， GDP总量一直位居全球前茅。 其建筑物大
多较为低矮。 就连汉堡、 柏林、 法兰克福这样现
代化的城市， 大街上也很少看到高楼大厦的 ，
大多都是 10层以下的建筑 。 目前在全球最高
的200栋建筑当中， 没有哪一栋是来自德国的。

而在我国不少的城市， 争相建设摩天大楼，
有的是为了拉动当地经济， 有的则是为了炫耀和
攀比， 为了争全球、 全国、 全省等第一楼的美
誉， 各个城市的盖楼都开足了马力。 由于不考虑
自己独特的情况， 很多城市的高楼很蹩脚， 看似
现代化， 其实破坏了当地的历史文化风貌， 有的
因为资金链断裂， 成为烂尾楼； 有的建成后， 因
为经济环境达不到预期值而长期闲置。

可见， 城市的现代化、 城市是否宜居， 不在
于有多少高楼， 而应以人为本， 量力而行， 提高
当地民众生活的幸福指数和综合竞争力 。 如杭
州目前没有一幢高楼超过 300米。 因为杭州市
中心有山有水， 为了保护天际线， 所以不建高
楼。 这种坚持才保留了 “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
的美誉。 还有正在建设的雄安新区， 也不允许有
摩天高楼。

看来， 或许只有告别城市的摩天大楼崇拜
症， 我们的城市才会各具特色， 各美其美， 市民
才能在安全舒适的环境中生活。

近日， 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金盆岭街道
的夏家冲社区采取 “老年人点单， 志愿者送课”
的方式， 邀请志愿者为有需要的老年人开展智能
手机使用培训， 普及智能手机知识和常用功能，
深受老年人欢迎。

点评： 生命会老， 但关爱不会。 让我们都多
一份耐心， 给老人的生活带去多一份精彩！

教爷爷奶奶学智能手机
小课堂里的大生活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 目前， 石家庄市商超已
全部暂停线下营业， 转入线上销售， 实行网上下
单和无接触配送， 确保市民居家期间生活物资不
断档。 图为石家庄一超市工作人员核对待送的
“线上订单” 货物。

点评： 移动的 “菜篮子” “米袋子” 和 “奶
瓶子” 真暖心！ 市民们， 不必进行囤积和抢购，
家中缺什么， 就通过就近的超市和便利店网上下
单吧。

“线上”保供应
石家庄市商超无接触配送

汪新建和张琪琪夫妇生活在河北省石家庄市
玉兰苑小区， 他们筹措资金， 在小区门口开了家
餐厅， 营业不到一个月， 就遇到了疫情。 现在，
他们把员工安顿在宿舍， 带着厨师和司机， 为社
区的执勤的工作人员免费提供盒饭， 义务给邻居
们跑腿买菜。 虽然压力很大， 但他们对未来充满
期待， 希望邻居们能团结起来， 共渡难关， 自家
生意也能早点恢复正常运转。

点评： 疫情当前， 许多人都在用特殊的方式
参与着抗击疫情的战斗， 用实际行动坚定了全民
战 “疫” 的必胜信心。

风雪中的最暖“荧光绿”
全员上岗昼夜轮值

受强冷空气影响， 近日来贵州省多地连续出
现低温凝冻天气。 盘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及
各交警中队的400余名干警连续多日全员上岗、
昼夜轮值， 开展撒盐除冰作业， 全力保障道路畅
通安全。 随处可见的那一抹制服上的 “荧光绿”，
成了寒冬里最 “暖” 的颜色。

点评： 维护道路秩序畅通， 为群众出行安全
守住生命之线。 辛苦了， 人民好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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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评弹】 【图闻点评】

黑龙江省漠河市的冬季漫长而寒冷， 中国铁
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加格达奇工务段漠河线
路车间漠河道岔维修工队杨玉海， 负责站线道岔
养护维修任务，冬季作业现场气温常低于零下40
摄氏度，杨玉海还在安装接头螺栓，为保证效果，
有时需要脱手套去拧。 目前他已在铁路系统工作
30年。

点评： 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
量。 每一个坚守岗位的劳动者， 都是英雄。

极寒中的“北极铁路医生”
30年坚守岗位

宜居城市应告别
摩天大楼崇拜症

□赵强

你执勤我管饭
老板义务为邻居提供盒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