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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都 林华斌

据本报报道，今年丽水市城区里一些公园、
街道施行“落叶不扫”政策，旨在为广大市民留下
一个浓浓的“秋”，精心打造一座暖暖的“城”。

榈庭多落叶，慨然知已秋。古往今来，落叶
一直是大家知秋的信物。一到秋天，一些树木叶
子相继进入“油画模式”，变化出五彩缤纷的色
调。放眼望去，远山近树层林尽染，一种浓浓的
秋意漾上心头。近年来，我市大力引进一些优质
的景观树种，为城市的秋天描摹出质朴典雅的自
然美。“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自然
季节更替，带给世人不同的美感，牵动着一切爱
美之人的心绪，这是一种美好的情感体验。

“落叶不扫”是许多市民期盼已久、翘首以待
的人文性管理举措。面对那一片片彩蝶般纷纷
飘落的树叶，还没有来得及看上几眼，就要被无
情地装箱、填埋，急匆匆地消逝，总有些暴殄天物
的感觉。丽水作为摄影之乡，许多人爱拍一拍落
叶为城市增添的那份诗情画意；年轻的情侣在秋
叶装扮的世界里，携手为爱留下最情意绵绵的见
证；才华横溢的诗人在萧瑟的秋风里，文思泉涌，
为那缕风、那片叶写下多愁善感的文字。

“落叶不扫”，让人们回归到田园般的生活，
找到了新的精神依靠，城市人享受到了秋的“红
利”。黄山栾树、合欢、法国梧桐、枫香等，用自己

的彩色，摩画了一座“油画城市”，让这里的山山
水水、花花草草、皆成为景语。周末，广大市民可
以举家静静地走在铺满落叶的公园里，徜徉在看
不到尽头的海绵街道上，感受落叶传来的气息。
或者干脆坐在落叶上，无忧无虑地玩弄一片彩
叶，幻想出一个神奇的世界……雨中撑着一把油
纸伞，行走在银杏叶铺成的“黄金大道”，别有一
番滋味在心头。

其实，“落叶不扫”这样的暖心举措可以在我
市学校里大力推行。落叶赋予孩子们无穷无尽
的想象，它是一首诗，是一幅画，更是一首歌。在
落叶的“催促”下，孩子们的灵感更加活跃。当落
叶慢慢碎去，逐渐变成碎末儿的时候，大家可以
一起来清扫，为落叶找到最终的归宿。万物皆有
情，一次充满灵性的体验，胜过千万遍的说教。
绚烂多彩的季节要有五彩斑斓的实践与体验，这
是大自然恩赐的最好教育资源。

“落叶不扫”虽然姗姗来迟，它带给我们美感
和愉悦，同时也带来新的课题。享受美人人有
份，守护美也应当人人有责。大家踩在软软的落
叶上，全身心旷神怡。因此，全体市民必须尽心
尽力保护这种纯美，赏景时切勿乱扔垃圾。

人间四时皆风景，繁华褪尽归田园。落叶
带给我们童年的回忆，指引我们发现生活的
乐趣，越来越成为彰显城市温度的一张“镀金
名片”。

繁华褪尽归田园

□ 本报评论员 洪盛勇

近日，丽水市建设局发布了“2020年丽水城
市落叶景观道路一览表”，12月5日开始，市区五
个公园七条道路将陆续开始“落叶不扫”新模式，
带给市民诗意的秋天。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两千
多年前，汉武帝刘彻用短短两句诗描述出了金秋
落叶的醉人美景。尽管如此，在许多城市，落叶基
本还是被视作垃圾，一扫了之。过去，丽水亦然。
为此，媒体与市民曾呼吁，在一些地方，让落叶在
街上多待几天，以便为城市添彩，为市民带来美
好。如今，建设部门实行“落叶不扫”做法，在城市
内不破坏落叶形成的自然风景，能让市民和游客
感受到秋天不再清冷，彰显城市的活力与温度，达
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在是有种幸福感。

无独有偶，这些天，市区许多学校门口街道
上出现了黄色车位。在莲都区培红幼儿园教育
集团秀丽春江园区门口的辅道内，已施划了近20
个黄色停车位，车位内标有“学校接送车位”字样
及车辆停放方向指示箭头，路边同样竖着电子显
示屏和限时停车提示牌。这是交警部门施划的，
是为方便家长上下学时段接送孩子设立的限时
停车位。作为学生家长，对接送孩子时的停车难
应该都深有体会。为了避免乱停车被罚，家长们
只能一圈一圈开车在路上绕，非常不便。许多家
长希望能尽早解决这一难题。如今，有了限时停

车位，对家长来说，也算是及时雨，解了不少烦
忧，获得感幸福感大增。

“落叶不扫”也好，提供“限时停车位”也好，
都是在切实办好群众关切的事。把群众关切的
事办好，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需要。因为
群众关切的事往往与群众的切身利益相关，“落
叶不扫”“限时停车位”就是很好的例证。

切实办好群众关切的事，需要有关部门及时
掌握群众所思所想。唯有如此，才能及时分析研
究，想出对策，解决问题。这几天，热心市民林先
生致电晚报，说市区万象山儿童公园那架飞机是
不少丽水人的美好回忆，如今有点破旧，希望可
以对其进行修缮。其实，这也是许多市民的心
声。怎样真正把飞机保护起来，让许多人的美好
回忆不再是回忆？前提条件就是有关部门能及
时了解市民的所思所想。

更需要有关部门想群众所想。如果光掌握
群众想法而不想群众所想，那么，就很难有实际
行动，最终，也很难把群众关切的事办好。“落叶
不扫”“限时停车位”，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事，实施
起来困难很多。如果交警部门、建设部门没有把
市民的想法变成自己的想法，是很容易知难而退
的。显然，他们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所以，
就有了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

为“落叶不扫”“限时停车位”叫好，希望类似
实事越来越多！

切实办好“群众关切事”

□ 市直 一言

上周，市建设局发布了“2020年丽水
城市落叶景观道路一览表”，12月 5日开
始，市区五个公园七条道路将陆续开始

“落叶不扫”新模式，意在留住秋景，展示
城市之美。这一做法不仅是对环境的美
化保护，更是文明进程中的一个善举。

随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
追求不断提升，市民对于城市的要求不仅
是要干净整洁，更要宜居。实施“落叶不
扫”，不去破坏落叶形成的自然风景，道路
铺满各色的“地毯”，使其成为街拍的绚烂
背景，能让市民和游客感受到秋天不再清
冷，彰显了城市的活力与温度，更承载了
民众的人文情怀。市民和游客能够体验
到更高品质的落叶景致，达到人与自然的
和谐相处，也留住了乡愁，这都是人文之
城建设的最好注释。实施“落叶不扫”也
是贯彻“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
民”的重要理念，做到人人都能有序参与
城市治理，人人都能够享有有品质的生
活，人人都能切实感受到城市的温度，充
分彰显了人民至上和人民城市的理念。

建设文明城市，不仅要“钢铁丛林”整
齐一致，更要重视自然之美。“落叶不扫”
模式是城市管理者对自然之美的尊重与
追求，也是对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深层反
思。“落叶不扫”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哪里
的落叶必须要扫，哪里的可以留，如何对
公园及景观道路进行保洁，如何处理好打
造景观与保障安全的关系等等，这都需要
使出“绣花功夫”，付出更多努力。保留落
叶景观需要不断提升精细化的保洁水平，
改进作业模式，优化作业工艺，变“一扫而
光”为只捡垃圾叶不扫，天晴不扫雨后扫，
看相不佳及时扫，堵塞下水迅速扫，易燃
易腐彻底扫。城市管理亦如烹调美食，需
要从每一味“佐料”入手，掌握好放入灶中
的时机，才能成就美味。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一门大学问，考
验治理者的智慧和耐心。面对落叶难题，
我市着力打造“落叶景观带”，让市民欣赏
到“碧云天，黄叶地”的别样美景，感受到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人
文气息，赢得广泛好评。可见，城市治理
要因地制宜、综合考量，创新思维方式，增
强治理的科学性有效性，带给百姓更多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落叶不扫”需要
以精细化管理做支撑

“落叶不扫”让丽水多了活力和温度
核心观点

本报12月3日2版刊发了《落叶有意，城市有情》一文后，市区五个公园七条马路开启
“落叶不扫”新模式获得了读者和网友的点赞。市民认为，“落叶不扫”感受到了秋天的不
再清冷，彰显城市的活力与温度，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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