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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都 邹成

受疫情的影响，今年的高考延迟了
一个月，对于考生来说，有庆幸也有焦
虑：庆幸的是有更长的复习时间，准备的
更加充分；而焦虑的是内心的不安定，以
及对高考结束后的未来充满着迷茫无
知。

其实高考只是人生中的一个站点，
是这段人生小测试的结果。人生的路很
漫长，未来的旅途充满着不确定性，所以
要做好当下的事情，用心去感受、去体验
每个付出的瞬间，花自然会开，果自然会
结，成功自然会来。生活在新时代的我
们，在享受高速度发展带来丰厚的物质
红利之时，也应该承担起引领未来的责
任，

高考结束，考生们将开启新的征
程。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方向，不一
样的答案，形成不一样的未来。如果你
选择了狂欢、放纵，带来的不仅是身体上
的劳累，更是心灵精神上的消沉。如果
你选择了投身公益服务，争当展现新时
代青年“重要窗口”维护者，你的人生将
是别样风采。回想那些疫情下的最美

“逆行者”，复工复产中身处脱贫攻坚一
线的“农小二”，以及那些默默奉献助力
城市发展的小园丁志愿者，他们的精神
力量为新时代的画卷绘上了最炫“中国
风”，也为大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力量支
持。

对于家长而言，在孩子的人生观、价
值观、世界观还未成熟之际，不能当甩手
掌柜，不能觉得高考结束也是自己放假
的时刻。当下社会复杂多变，欲望诱惑
无处不在，更需要每位家长当好导航仪、
指示牌，与孩子一同成长，正确引导孩子
建立积极向上、诚信和谐的价值体系。
比如，可以带领孩子一同参加志愿服务，
做一名文明劝导员，或是深入基层当一
名助力农产品销售的“小网红”……每个
付出、每个脚印、每个身影，都将成为人
生中最美好的记忆。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
强。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现在青春
是用来奋斗，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新时
代的青年们，在享受高速度发展带来的
物质红利之时，也应该承担引领未来的
责任，绘就中国未来之靓丽，让世界为你
们欢呼。

高考结束就是
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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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消 除 民
生 痛 点 需 要
在 内 心 真 正
重视“民利”，
心中有民利，
就 能 发 现 民
生痛点，就有
行动的动力。

核心观点

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现在
青春是用来奋斗，将来青春是用来
回忆，新时代的青年们，用青春之力
来绘就中国未来之靓丽。

□ 本报评论员 洪盛勇

本报报道，我市交警部门综合出
行空间、人车流量等多项指标因素，
推出“限时停车位”——“绿色车
位”，以缓解市民短时停车问题。其
停车区域主要针对厕所、单位办事
窗口等有应急需求的地点，限时 10
分钟，市区共有 9 个点位 23 个停车
位。

推出绿色车位，意在消除民生痛
点。

消除民生痛点是利民之举。因
为是痛点，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疼
痛，这样的疼痛，如果不及时消除，
老百姓所受伤害会越来越大。在市
区，有时候想办点事，临时停下车，
却找不到停车的地方。如果随便停
在路边，又违反交通法规。事要办，
车没地停，这就是一个民生痛点。
绿色车位的推出，就是消除这个民
生痛点的切实之举。且看，痛点消
除带来了什么？“以前上厕所要到处
找车位，随便停又担心因违停被罚
款，那样一天的活就白干了。”出租
车司机吴先生告诉记者，“有了‘绿
色车位’就方便多了，很人性化，限
停 10分钟的设置也很合理。”而对一
些需要临时停车买早点的市民，有
了绿色车位，也方便多了，不用担心
违停被处罚。

消除民生痛点是利民之举，如何
消除？则需要在内心真正重视“民
利”，即民众的利益。很显然，民生
痛点的消除首先需要发现痛点，这
叫有的放矢，不然，容易做无用功。
发现痛点，当然需要方式方法，但很

关键的是，要心中装着民利。心中有
民利，就有行动的动力，总会想出办
法。另一方面，民生痛点的消除，光能
发现痛点还不够，更需要切切实实的
行动。行动是需要推动力的，而内心
重视民利，就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

再看绿色车位。绿色车位的推出
是利民的，正因为重视民利，市民想临
时停车而没地方停这个痛点才会被交
警部门发现关注，正因为重视民利，在
发现关注之后，才会动脑筋想办法，才
会采取实际行动。报道说，目前的 9
个点位 23 个停车位是试点，也就是
说，要是试得好，这样的停车位可能还
会增加，那时，消除的痛点也会越来越
多。

希望并相信，未来，在各领域，会
有更多同志行动起来，消除更多民生
痛点，为老百姓“止痛去痒”，让老百姓
生活越来越幸福！

绿色车位与民生痛点

□ 莲都 郑言

丽水人爱吃知了的名声已传遍
大江南北。在丽水，吃知了肉得到
很多人认可，可笔者却要为此唱反
调。

有些人把知了喻为“黑色
料理”，认为知了肉好吃，还有
较多的蛋白质。但知了身上有
没有携带对人体有害的病毒和
病菌？有没有国家权威机构进
行过检测？

自然界中的所有
动植物都遵循自然规
律而生存。任何一个
物种的灭绝，对生态平
衡都有很大影响。炎
热的夏天，知了在树上
鸣叫，人们在树阴下纳

凉，这是一个美妙而和谐的生活环
境。见到知了就捕，一捕就吃，你也捕
他也捕，容不得它生存下去，长久下
去，是不是会使这种小生灵断子绝孙
而影响生态平衡？我市是全国著名的
生态城市，把吃知了变为一种嗜好，甚
至闻名于全国，其名声好听吗？

有一篇文章《掌上物语》中说：“敬
畏自然，是看见蚂蚁搬家时，轻移脚
步，给小生命谦让；是路边花儿簇拥盛
放时，默默疑视，给小生命礼赞；是欣
赏自然的景致时，克服私欲；是看见自
然伤痕时，深深反思。”我们应该热爱
自然界的一切，“深深反思”：捕杀知
了，吃它的肉到底好不好？

鉴于以上所说的原因，笔者认为，
对于知了还是“手下留情”，不捕的好，
对于知了肉还是“口下留情”，不吃的
妙。

对知了还是口下留情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