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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红线不能踩
本报评论员 韩韫超

资源的开发利用要讲科学，不
能急功近利、吃干榨尽，不能超出生
态承载能力，不能踩国家法律政策
的红线。如何不以牺牲资源、环境
为代价来推动经济发展，是眼下一
些地方在资源开发、生态环保领域
提升治理水平的一道必答题。

据12月9日央视新闻报道，近日，有网友反映，广西田东
一马戏团表演中，有孩子排队骑老虎拍照。相关视频显示，一
只老虎趴在铁床上，一男子将一个小男孩抱起放到老虎背上，
前方有人拿相机拍照。经调查，涉事马戏团在未经批准的情
况下擅自在当地演出，并收费允许儿童骑老虎背上合影，目前
当地已责令其立即停止演出，并进行立案处理。

让孩子与老虎合影，是不是太危险了？对孩子来说，又有
多少必要性？马戏团推出如此“要钱不要命”的项目，实在有
些荒唐。如果相关问题未被曝光，此类未经批准的项目还要
持续多久？真出了事，各方都会追悔莫及。在保护动物观念
深入人心的今天，自觉抵制违法违规动物表演应该成为更多
人的共识，更何况，诸如老虎、狮子等，终归是猛兽，相关的伤
人悲剧并非没有发生过。无论是商家还是家长，都不应心存
侥幸，任何时候，生命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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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唱是职业道德
更是入行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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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功利性报考让艺考回归本位

◇“南橘北枳”的盲道是一种警示

近日，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南濮阳某道路上的盲道像贴纸一

样粘在路上，一撕就掉。有关方面回应称，使用PVC材料并非当

地个例，但冬天冷，胶黏性没那么大才出现脱落，后期将会更换。

光明网评论说，南方用 PVC 材料铺设盲道，并不意味着

适用于北方城市。倘若城市在基础设施建设设计时不考虑自

身环境气候等因素，依葫芦画瓢，难免会出现“南橘北枳”的结

局。“短命”盲道的出现是无心之失，但市政工程一建一拆间必

然造成财政资金浪费。这暴露出地方相关决策过程中的草

率，以及缺乏对财政资金应有的精打细算。以此为镜鉴，其他

城市在自身建设的方方面面，都应时刻绷紧科学决策这根弦。

◇将“鬼秤”逐出市场，让消费者买得安心

日前，辽宁大连市场监管局通报，根据消费者的投诉举

报，调查确认相关商户使用具有作弊功能的电子秤，并对当事

人处以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

《经济日报》评论说，电子秤，一头连着商家的诚信，一头连

着消费者的信任。非法改装的电子秤俗称“鬼秤”，它不仅侵害

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等合法权益，更扰乱了正常的

市场交易秩序，影响一座城市的文明形象。将治理“鬼秤”的关

口前移，确保生产端提供质量过硬、计量准确的优质供给，才能

减少流通端的良莠不齐，不断压缩“鬼秤”的生存空间。

◇贩卖容貌焦虑背后的商业算盘

“各种 APP 都在推送抗衰项目医美广告，‘越早抗衰越

好’。”北京某高校学生吐槽，明明还很年轻，但按照医美广告

的说法，竟已到了“必须抗衰抗老”的时候，这不免令人焦虑。

东方网评论说，为争抢市场扩展客流，一些医美机构在宣

传忽悠上不遗余力，包括炒作、放大和泛化初老概念。对这种

刻意忽悠与误导，必须拆穿西洋镜，保持警惕性，恪守消费理

智性。监管部门要紧抓重点领域，全方位严管医美服务，谨防

商家宣传向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群体蔓延的现象，提升打击

非法提供医疗美容服务行为力度。 （嘉湖 整理）

维扬书生

据 12 月 10 日澎湃新闻网报道，12 月 5

日，广东汕头警方公示，拟对陈汉鹏等人不顾

个人安危，勇救落水人员的行为确认为见义

勇为行为。今年 11月，一名初中生在汕头南

洋游泳时被海浪卷走，危急时刻，在海边开茶

座的店主陈汉鹏从店里拿出救生圈和救生

绳，与市民马俊根一起协力将落水学生救上

岸。这一幕被拍下后在社交媒体热传，网友

称赞这是“最理性的救援”。

“最理性的救援”之所以受到热捧，在于

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见义勇为，而是一种

见义智为。毫无疑问，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闪烁着耀眼的人性之光，任何时

候都应受到尊重。《论语》中有“见义不为，无

勇也”，意即一个人见到符合正义的事情不去

做，这就是没有勇气。在诸多人的认知里，见

义勇为往往带着一种“不顾个人安危”的精

神，也正是这种“不顾个人安危”的牺牲精神，

才令人钦佩和感动。

但是，在自身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如果勉

强上前救人，很可能既没能帮到别人，还让自

己陷入困境，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近年来，

一些见义勇为的人因救人而失去生命的情况

不时发生，有的甚至为救一人搭进几个人的

性命。这样的事情令人心痛，也值得反思。

近年来，倡导理性救援、见义智为，逐渐

成为一种共识和趋势。越来越多的地方在有

关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中，删除了

“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的文字表述；有的

地方在新出台的中小学生守则和行为规范

中，也删除了有关“见义勇为”的内容……这

些变化体现出了对生命的关切、对生命的平

等敬畏与尊重，这些变化也传递出鼓励、引导

以科学、理性的见义智为来防止更多悲剧发

生的鲜明态度。

在国际上，一些国家出台了专门的法律

对见义勇为行为作出规范。比如，有的国家

的法律规定成年人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有救

人义务：一是意识到他人处于危难境地；二是

营救他人对自己并没有危险。再如，一些国

家的法律中虽设有“见死不救罪”，但成立的

条件之一是“对本人和第三者没有危险却故

意放弃救助”。

实际上，见义智为体现的是一种观念的转

变和进步，这种转变在现实中也日渐深入人

心。2021年6月，浙江余姚东城小学的学生张

楚悦与妹妹在外公家临江的小院里玩耍时，听

到江边有人落水的声音，张楚悦并没有贸然跳

进水里救人，而是回家拿起救生衣扔给落水儿

童，与众人一起合力将落水儿童救了上来。事

后，学校授予张楚悦“安全小卫士”称号，表彰

她机智、沉着勇救落水儿童的行为。

我们乐见越来越多的理性救援、“有教科

书意义”的救援在现实中上演并受到热捧。

从官方的鼓励推崇，到越来越多人亲身践行，

其实都在诠释一个朴素的道理：见义勇为值

得称赞，知进退、懂取舍、讲方法的科学理性

的见义智为更值得提倡，这不仅体现出社会

的文明与进步，也体现出对生命权的最大尊

重和敬畏。

“同站进出限时免费”
能否成为标配？

龚先生

近日，歌手五月天被质疑在演
唱会上假唱。多个机构表态“关注
到了，进一步调查”，五月天的经纪
公司回复称“没有假唱”。

如果是假唱，不只是坏了良心、
伤了口碑，也可能触犯法律，伤害时下正在全面复苏的演出
市场秩序。真唱是演唱会的底线。如果没能力真唱，那就
别唱。如果没有真心对待歌迷、观众，那就不要开演唱会。

不如趁着这次风波，监管部门、行业协会等把这事儿
“盘”清楚了，以正行规，给买了高价票的观众一个交代。
不要让一帮只会哼哼唧唧的唱跳选手
出来混淆视听、扰乱市场了。

网友跟帖——
@老虎：不要伤了粉丝的心。

@白 夜 ：歌 手 要 凭 真 本 事

吃饭。

“最理性救援”何以受热捧？

戴先任

据 12 月 10 日中新网报道，11 月下旬开

始，上海、安徽、吉林、江西、北京等多地的

2024 年 艺 术 类 专 业 省 级 统 考 陆 续 拉 开 帷

幕。根据艺考改革相关要求，2024 年起，全

面实施音乐、舞蹈、表(导)演、播音与主持、美

术与设计、书法等 6 个艺术类专业省级统一

专业考试。2024 年是新一轮艺考改革落地

实施第一年，省级统考有统一大纲、统一题

库、统一标准，而且文化课门槛也有所提高，

有人将其称为“艺考高考化”。

新一轮艺考改革提高文化成绩要求，推

进省级统考、减少校考，为的就是提高招生质

量，防范部分学生、家长功利性报考，推动艺

术类专业考试、招生更公平、合理、科学。此

轮改革针对性强、有的放矢，有助于清除艺术

类专业考试存在的一些痼疾。

此前，我国艺术类专业考试录取对考生

文化课要求不高，比如在一些艺术类专业录

取中，高考文化课成绩占比只有 30%。这让

一些学生与家长把艺考当成了一种升学捷

径，存在不少功利性学习、报考现象。同时，

文化课成绩占比小，一些艺术学科考试又缺

乏足够明确的标准，很可能制造“暗箱操作”

空间，容易滋生艺考腐败。

实际上，文化课成绩低，文化素养欠缺，

并不利于艺术生的长远发展。文化和艺术往

往是相辅相成、互相助益的，如果学生没有足

够的文化功底，其艺术之路也难行之长远。

因此，重视文化课成绩，重视艺考生的综合素

质，并非苛求，而是提高招生和培养质量的重

要举措，是为艺考生“计深远”。

教育部此前发布意见，要求使用省级统

考成绩作为专业成绩的艺术类专业，考生的

高 考 文 化 课 成 绩 所 占 比 例 原 则 上 不 低 于

50%。这一明确的态度和要求，将促使一些

学生更加重视文化课学习，提高自身的综合

素质。

新一轮艺考改革是对艺术类专业考试

“重专业轻文化”倾向的必要纠偏，同时考虑

到了少数具有艺术天赋而文化成绩不佳的考

生。此前教育部出台的意见就提出，探索建

立破格录取机制。允许相关院校对极少数在

省级统考、校考中成绩均非常优异的学生，或

者在相关专业领域有突出才能和表现的考

生，制定高考文化课成绩破格录取办法，提前

在招生章程中向社会公布。如此“特事特

办”，给少数“偏科天才”打开了大门，也能进

一步避免人才被埋没。

当然，术业有专攻，艺考改革也要注意兼

顾文化课与专业课，因地制宜，有的放矢，精

准改革，不搞“一刀切”，避免矫枉过正。

唐伟

据 12月 8日《北京青年报》报道，日前，湖南怀化一餐馆将

当天未售完的饭菜重新打包、保温，每天晚上免费发放给外卖

员、出租车司机、学生等需要饭菜的人一事，在网上引发热议。

这家餐馆的老板是 35岁的史先生，其经营着 9家小碗菜馆。自

发放公益盒饭 3个月以来，其已送出 4000多份盒饭。对于免费

发放饭菜的行为，史先生说，他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受对客流量预计不准、预订人员临时变更等多重因素影

响，餐饮店出现未售完的饭菜的情况几并不稀奇。为保证食材

新鲜度，确保食品安全，对未售完的食材，商家的做法通常都是

“一倒了之”。

如此背景下，上述餐馆将当天未售完的饭菜重新打包赠送

就有了特殊意义。

一来，此举解决了一些特殊群体的现实难题。“一饭之恩”

虽小，但于外卖员、出租车司机、环卫工、学生等需要饭菜的人

而言，是雪中送炭般的关怀。这些群体或收入不高，或奔波在

路上，解决一日三餐是其“头等大事”。在快节奏和高物价的大

城市，不少职场人士也渴望工间能吃到健康营养、物美价廉的

饭菜。一些处于困境中的人，则更期待在饥肠辘辘、囊中羞涩

之际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饭菜。

二来，以公益名义为剩余饭菜找到一个好归宿，也是在践

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据统计，我国每年城市餐饮业仅餐桌

上的食物浪费量就高达 1700万至 1800万吨。将未售完的饭菜

通过赠送的方式予以处理，既拓宽了公益路径，又为剩余饭菜

找到了合理的出路，可谓一举两得。

类似这种公益盒饭的操作模式并不复杂，心里装着善念、

懂得为他人着想，会主动摈弃“倒掉的方便”，也不会害怕“赠送

的麻烦”。在确保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如何采取措施引导更多

商家参与其中，使这一模式有更广阔的施展空间、更大的可操

作性，是点赞公益盒饭后相关方面需要进一步思考的事。

把温暖传递开来，把好的做法推广出去，让更多人感受到

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与善意，我们这个社会会更有力量。

何勇海

据 12月 10日《北京青年报》报道，一

名大学女生在上海乘坐完地铁扫码走出

闸机后，发现该地铁口距离自己的目的

地较远，便重新扫码进入地铁，在站内穿

行前往距离目的地较近的出口“借道通

行”。尽管并未乘车，但她发现自己的账

户被自动扣除 3元乘车费。这名学生与

其他学生共同组成团队将地铁公司诉至

法院。最终，上海地铁推出限时免费同

站进出的新规定。

地铁是现代都市人重要的公共交

通工具之一。同站进出，并未乘车，却

被扣费，这类情形并不少见，不时有公

众对此提出异议。

比如前不久，四川成都市民胡先生

向媒体爆料称自己在未乘坐地铁的情

况下，在同一站点刷卡进站，然后迅速

出站，还是被收取了 2 元费用。至于同

站进出的原因，有人是出闸机后又返回

想抄近路，有人是误打误撞进错了站，

还有人是为应急如厕，等等。总之，现

实中，同站进出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客观

需要。

类似同站进出被扣费的情况每每

引发争议，地铁方面都会解释称，自动

售检票系统会自动计费，乘客完成一次

进站、出站便会产生费用，而且同站进

出，系统扣除的是最低车程费。两三元

钱不多，但地铁并未提供实际客运服

务，所以这钱花得有些不值。此番事件

中，“上海轨道交通 0 公里票价为 3 元”

的默认收费规则，是同站进出被扣费的

依据，女大学生请求法院认定该格式条

款无效。

事实上，时下不少城市的地铁都将

“0 公里票价”等同于地铁起步价，这不

仅关系个别较真者的权益，更关乎所有

乘客权益。在上述大学生努力下，上海

地铁发布了新规：乘客临时有需求在短

时间进出同一站点，10 分钟内可至车站

服务中心进行人工处理。这一改变显然

会惠及不少乘客。

有人提出，“同站进出限时免费”会

增加地铁的管理成本，也不排除有人会

利用这一规则逃票，因此认为 10分钟限

时时间有点长。其实这涉及的是精细化

管理与服务的问题，地铁方面不妨根据

自身实际，结合乘客需求和运营距离、成

本等，科学合理制定相关政策，进一步提

高服务质量和水平。

“一饭之恩”一举多得

据近日多家媒体报道，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发现，河南省三门峡市以生态修复

之名违规挖湖造景，违规占用耕地 490.77亩，

总挖方量约 27万立方米，违规取用黄河水 25

万立方米。甘肃张掖十年毁林开垦近 10 万

亩，6000 余亩人工水面长期违规取水，包括

当地的明星景区和市政项目。河南省新乡市

辉县、卫辉违规挖砂采石，不仅破坏生态环

境，也导致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赵长城遗址

遭到破坏。还有一些地方小水电无序开发，

对生态环境负面影响突出，并带来行洪隐患。

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中，一些地方“用

力过猛”，屡屡越过政策法规的红线，此类问

题值得各方关注。

有的地方本来长年缺水，为了快出“政

绩”，超量采用地下水，甚至挖湖造景，留下生

态环境持续发展的隐患；国家实施严格的耕

地保护政策，可一些地方绕过监管及科学论

证等环节，屡屡违法侵占耕地；一条河流、一

个区域建多少水电站，取决于河流的资源禀

赋和功能，取决于区域内的生态承载能力，如

果不经过科学论证和严格审批，可能破坏河

流自然生态，影响河势稳定、妨碍行洪，还可

能使区域内鱼类失去繁殖机会，导致种群数

量下降。

令人担心的是，一些地方对暴露出的问

题视而不见，或者搞敷衍式、忽悠式整改。这

种思想上不够重视、监管上流于形式，透露出

一些地方对整改存在畏难情绪，以及相关方

面人员不愿舍弃到手的“奶酪”。说到底，是

没有把握好资源开发利用的科学性问题，没

有摆正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

于一城一地而言，有资源优势当然是好

事，但资源的开发利用要讲科学，不能急功近

利、吃干榨尽，不能超出生态承载能力，不能

踩国家法律政策的红线。如何不以牺牲资

源、环境为代价来推动经济发展，是眼下一些

地方在资源开发、生态环保领域提升治理水

平的一道必答题。

之前，长江禁渔、对废弃矿山进行生态修

复等行动，取得了明显成效，这些成绩值得我

们认真总结和借鉴。尽管破解自然资源开发

利用领域的老大难问题，往往面临种种现实

困难，但通过科学论证、严格监管、分类处置、

加大资金和技术支持力度等，事实证明，很多

地方都能交出漂亮的答卷。

2021 年底，由水利部、国家发改委等七

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小水电分

类整改工作的意见》，明确列出了“退出、整

改、保留”的小水电站分类整改标准。目前，

黄河流域 2000 余座小水电站清理整改工作

正在进行。加快推动小水电绿色发展，已被

作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行动的重要内容写入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一批绿色小水

电示范电站也相继涌现。

期待相关问题的治理能为更多地方提供

深刻警示，推动绿色发展不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