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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使用公筷公勺，既干净卫生，又能防止疾病传染，我们且将推广
公筷公勺当作一个契机，借机反省如何做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民。

□ 市直 一言

据晚报报道，目前“公筷公勺”已在我
市机关事业单位食堂和 2000余家大中型餐
饮企业实现全覆盖。为完善激励和监督机
制，下一步，市文明办还将“公筷公勺”落实
情况纳入文明村镇、文明县城、文明单位、
文明校园等测评体系。同时，对拒不执行

“公筷公勺”或执行不力的餐饮企业在评星
评级中降等次。毋庸置疑，在常态化疫情
防控背景下，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公筷公
勺”行动势在必行、意义重大。

如今，疫情防控形势趋稳向好，复工复
产有序铺开，在公共场合多人用餐的情况
下倡导公筷夹菜、公勺舀汤，既干净卫生，
又能防止疾病传染，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
共识。

讲卫生、保持公共卫生，不仅是特殊时
期的需要，平时也要自觉遵守。确实，在公
筷公勺刚使用时，难免会让人“不习惯”，但
久而久之，习惯就会成为自然，而好习惯会
让你受用一生。

“懂养生的人比懂卫生的人更多”，这
是时下对一些人个人卫生状况的评价。随
地吐痰、乱扔垃圾、饭前便后不洗手、打喷
嚏不避人……这些存在传播疾病风险的行

为还时有所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一方
面，要对一些传统观念作出改变，比如“不干
不净，吃了没病”，把讲卫生看成是“穷讲究”
等；另一方面，要对一些习惯做法加以改进，
比如，有的食堂炊事员用抹布擦完桌子擦碗
筷，最后还要当擦手巾，这样也容易传播病
菌。只有盯住细节，从小事抓起，才能改掉
陋习，树立新风。

每一次公共卫生危机的发生，都是对国
民卫生习惯与公共卫生水平的考量。我们
且将推广公筷公勺当作一个契机，借机反省
如何做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民。一个文明、
美丽、和谐、平安的城市不仅需要相应的公
约、条例，公众的积极参与更加重要。换言
之，现代公民意识是纸上讨论不出来的，需
要我们去自觉践行，成为“心灵的习性”。

让“公筷公勺”成为文明生活标配

□ 莲都 邹成

近日在丽水大地上如火如荼开展的
“三敢三比”活动，比拼的是实绩，展现的是
担当。这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的再出发、也是“丽水之干”的再深化，更
是大力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的行动
指南。

开展“三敢三比”活动，是应对疫情冲
击下加快复工复产，推动经济复苏的重要
力量，是高质量绿色发展、实现GDP和GEP
两个较快增长的坚强保障，更是考验干部
作风、践行初心使命的重要载体。全市党
员干部应以此为契机，全力以赴扛起全面
展示浙江高水平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绿
色发展重要窗口的使命担当。

“三敢三比”，从思想根源上出发，就是
坚定敢字当头的信念。从奔赴疫情防控前
线到复工复产的“三服务”行动，从生态产
品价值转化机制国家试点到创建国家公
园，面对这些难啃的硬骨头，没有勇毅之心
作为基本盘，就容易出现意志上不坚定，精
神上缺“钙”的情况，甚至引发不敢作为的

守成心态和不会作为的本领恐慌。“三敢三
比”提出的敢于负责、敢于碰硬、敢于创新，
犹如一剂猛药，激励着全市党员干部以忠诚
之心、担当之劲，全面厉行“丽水之干”，锲而
不舍把既定的任务落到实处。

“三敢三比”，从行动准则出发，坚定干
在实处、走在前列的原则。革命伟人李大钊
曾言：凡事都要脚踏实地，不驰于空想、不骛
于虚声。丽水开展的“三敢三比”活动就是
最实在的诠释。面对完善创新链和产业链

“双链”深度融合机制、启动平台“二次创
业”、高质量完成年度剩余各项任务目标等
战役，迫切需要党员干部迎难而上、勇于担
当，以实干的作风、巧干的能力、务实的举
措，投身于丽水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征程中，
奋力把疫情耽搁的时间追回来，把落下的工
作补回来。

再高的山都会被征服，再远的路终将会
抵达。比拼和实干的大火已成燎原之势，激
发出全市党员干部强大的信心和勇气，进而
汇聚一股“丽水之干”的强大动能，攻坚克
难，争当开创新时代丽水高质量绿色发展的
建设者和展示者。

以“三敢三比”汇聚“丽水之干”的强大动能

鹏鹏
南明大钟建成那年我刚好上小学，当时我住

在碧湖。父亲告诉我：丽水城里建了一幢十几层

的大楼，上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闹钟，如果我能考

100 分的话，就带我进城亲眼看看高楼和大钟。

于是进城看大钟就成为我读书的动力，最终我的

愿望实现了。南明大钟，一代丽水人的记忆。

周小猪
1999年来丽水读书，一路颠簸了6个多小时，

不知道吐了多少回。终于爸爸说了一声：到了，

你看，钟楼！从读书到就业，从小姑娘到为人妻，

为人母，丽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可钟楼依旧

在。在家阳台洗衣服时就能看见，晨起也能听

见，逛街走过时不由自主地就会抬头看看……

金晶
我家就住在钟楼后面，阳台上就可以看到钟

楼，这么多年她已然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她

见证了丽水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时事变迁！祝

愿钟楼依然“强健”，继续伴随着我们砥砺前行！

vivi
小时候“到钟楼了”就等同于“到丽水了”，

“钟楼都不敲了”等同于“这么晚了还不睡”……

钟楼陪伴我和我的孩子成长，岁月静好，钟楼依

旧！

彧图豆瓜
依稀记得小时候老爸带我去楼顶喝冷饮，第

一次坐神奇的电梯，到了全区最高耸入云的钟

楼，站在简陋却热闹的楼顶，吹着扑面而来的夏

日凉风，喝着清凉却不知名的冷饮，那种感觉能

记忆一辈子……

林儿
“钟楼”——极具标志性的建筑物，小时候就

感觉特别神奇，整点报时发出的“咚——咚——

咚”声，记忆犹新！“一朝有恙，蓦然发现”，看来刻

骨铭心的记忆和日常养成的习惯并不会随着时

间的推移而淡化，时而回首，还是能get小美好。

小荔枝
我家正对面就是钟楼，手机起床闹钟7点，钟

楼闹钟也是 7 点准时敲响，两个铃声已成为每天

起床的标配。每晚在家辅导小孩作业，都以钟楼

“铛、铛、铛”声告诉小孩已经几点了，还有多少作

业，小孩也都习惯每天听着大钟报时来扣作业进

程了，希望大钟一直陪伴，城市的记忆！

一枝独秀
上小学的时候，几乎天天从钟楼底下经过。

很好奇楼钟里面是啥样的，就偷偷爬上楼，第一

次上这样十几层的楼梯，气喘吁吁地上了楼，刚

好碰到整点敲钟，那声响，把我吓得有点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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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一语

网友说说

本报官微本周推送消息，钟楼东面的时钟出

现故障，引发网友对钟楼的一波回忆杀。想起有

钟楼相伴的旧日时光，转眼竟已 35年。

《《昨天南明大钟不准昨天南明大钟不准
了了，，““走神走神””了还是了还是““迟暮迟暮””
了了 || 相伴相伴 3535 年年，，一朝有一朝有
恙恙，，蓦然发现蓦然发现，，丽水人好牵丽水人好牵
挂挂TaTa…………》》

阅读提示

“三敢三比”激励着全市党员干部以忠诚之心、担当之劲，全面
厉行“丽水之干”，锲而不舍把既定的任务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