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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一语

核心观点

人人可慈善、时时显温情、处处有大爱。让我们把慈心善行落实到日常生
活当中，使之成为自己的一种爱心表达、一种社会责任、一种生活方式。

把慈心善行落实到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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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愿每一个置身花海的你、手拂丰收果实的他，文明游玩，做一个真善美的模
范游客，擦亮传递文明“新窗口”。

拉紧“警戒线”，擦亮“文明窗”

核心观点

呼唤有更多的公益人士，伸出热
情双手，发现旅游垃圾，及时拾捡，为
保持美丽乡村洁净风貌效力。

□ 莲都 林华斌

近日，一些网络媒体上传播一些市民在网
红打卡地拍照时，不顾即将成熟的麦子，肆意踩
踏麦地，造成巨大的浪费。麦地主人无奈之下，
采取不和谐的方式进行驱赶。原本兴致勃勃的
游玩，最终以这种“粗暴”的手段闹得双方不欢
而散，实在有些让人唏嘘。许多网友留言，谴责
这种不负责任的踩踏戏耍，力挺主人的“果断挽
救”。大家纷纷表示，游玩固然需要，但如此糟
蹋粮食更可耻。

旅游，遵守规则，爱护公物，以文明之举行
文明之事，这是最基本的准则。然而，一些市民
外出时，无视一些栏杆、隔离带、“游客止步”“请
勿踩踏”的温馨提示，我行我素。撕开“口子”越
界，只要一个人出现这样的行为，后来者就会纷
纷效仿，导致集体秩序失衡，最后大众的利益受
损。曾经的美景，如今看到的是一块块瘌痢头
般的踩踏痕迹，一条条无中生有的“蹊径”，一棵
棵苟延残喘的花花草草，一粒粒饱含丰收期望
的庄稼残株。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如此
踩踏之风，破坏的不仅是美好的风景，还严重地
破坏了当地生态环境，更是对美景创建者和无
景可赏的后来者的极不尊重。面对警戒线，及
时收住脚步就是一种善，漠视规则随意践踏就
是一种万人唾弃的恶。时刻铭记规则，拉紧心

中的“戒条”才能善行天下。
要让美景转化为经济价值，将旅游经济与

乡村振兴和谐并进、“双赢”发展，需要制定更
多实用细则。赏景人要注重文明意识，不随手
采摘瓜果花草，不踩踏绿植庄稼，不乱丢垃圾；
景点地方面，做好必要的栅栏围护，设置安全通
道和引导，在显著位置亮明规则，提醒游客需要
注意事项。特别是一些油菜田、麦地、稻田等粮
食作物景区，一定要以守护粮食安全为首要任
务。

面对置文明不顾的赏景行为，仅靠道德谴
责与约束显然不够，还需要相应的行政处罚、信
用惩戒、景物修复赔偿等“组合拳”加以震慑。
从全国范围来看，已经制定并实施“旅游黑名
单”，榜上有名者，有关部门和机构、行业组织、
经营者可以根据职责权限在征信系统中记录，
采取在一定期限内限制出境旅游、边境旅游、参
加团队旅游、乘坐航班等惩戒措施。有组织的
团队游，组织者有义务对成员进行提醒和监督，
这样既可以保证自身团队的旅游素质，又可以
带动提升其他散客的文明素养，形成良好的赏
花赏草赏人新景观。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尚美之道，千古之
风。我们徜徉在美妙的世界里，赏景有了文明

“警戒线”支撑，景美，人才更美。愿每一个置身
花海的你、手拂丰收果实的他，文明游玩，做一
个真善美的模范游客，擦亮传递文明“新窗口”。

□ 市直 一言

据报道，最近庆元县第 103个村级慈善爱心
基金在濛洲街道大济村成立，村民们两天就自
发捐赠了 6 万余元善款。除了建立“百个村级
慈善基金”外，庆元还形成“百个冠名慈善基
金”，邀请“百个慈善爱心伙伴”，近五年来募集
爱心基金 1096万元，助学 1630人次、敬老 25730
人次、助困 735人次⋯⋯在诸多扶弱济困的暖心
故事中，我们感受到了默默坚守的力量。岁月
不居，初衷不变，这些善良的人以平凡之心、平
凡之力，为需要帮助的人们带去了希望与支持，
带来了光明和温暖，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走向美
好的明天。如此善行彰显着爱心无价、情义无
价。

慈善的本质就是一种割舍不断的人间真情
与爱意，慈善的原则乃是基于这种真情爱意的
自觉自愿。其实，对于这些行善者而言，慈善很
普通，就像“今天吃什么东西、穿什么衣服”一样
平常。慈善并非有钱人的专利，也不是说只有
捐钱捐物才是慈善。大灾大难的时候，企业和
个人捐钱是慈善，志愿者在灾区救人搬物也是
慈善。平常生活中，有人问路帮忙指下路，有人
摔倒扶起来，这些都是慈善。如今，那些如春天
的小草一样生长旺盛的慈心善举，可以说比比

皆是。对很多人来说，资助贫困儿童、扶助孤寡
老人等善举，正在日益成为一种生活态度、一种
生活方式。有能力的时候常做好事，没能力的
时候常存好心，从能做的事开始践行慈善，正是
我们最应该学习的地方。

让我们把慈心善行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
使之成为自己的一种爱心表达、一种社会责任、
一种生活方式。慈善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大
灾之时捐款捐物，更在于生活里一件件小事上
的善心善举。碰上老弱病残群体扶一扶，遇到
邻里纠纷劝一劝，看见路边垃圾捡一捡，这些都
是慈善。下雨天，为路人递上一把伞，为他遮住
风雨；黑夜里，为陌生人点起一盏灯，为他照亮
前路，这些也是慈善。只要用心付出，就能为爱
注入一份力量，让人感到温暖。

慈善精神如蒲公英的种子般随风播撒，扎
根在各个角落。一桩桩善行，彰显着社会慈善
意识的明显增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
爱心的接力。就像庆元县一样，许多团体和个
人都热心参与公益事业。有理由期待，更多好
心人将以更多的互助行动传递爱心。让我们每
个人都投身到慈善活动中，用力所能及的方式
点亮道德之光，汇聚社会暖流。积极参与，坚持
不懈，慈善就会成为更多人的价值追求，成为一
种生活方式，全社会的行善氛围也将更加浓厚。

乡村呼唤义工

□ 缙云 木子锅

提到义工的志愿服务，你可能首先
想到的是城市中马路边维持交通秩序
的大学生，社区里捡垃圾的大妈⋯⋯但
你可能不知道，还有一群志愿者，他们
隐于城市喧嚣之外的农村，数年如一
日，脚踏实地，默默服务于农田种植技
术指导、残疾人和留守儿童心理咨询、
乡村文明建设。

周末闲暇，来到缙云南城的一个
网红乡村打卡地云台山，看到十多个
义工身着义工服装、拿着铁钳垃圾袋
子等，行走在海拔 300 来米的山间小
路，他们或在路边捡纸片、果皮，或在
悬崖上夹可乐罐、矿泉水瓶，或在树丛
中翻找塑料袋、牛奶盒⋯⋯尽管他们
个个汗流浃背，甚至上气不接下气，但
每个人的脸上浮现出快乐的笑容。问
起他们的领队吕某某，她腼腆地说：

“我们是丽水志工团队，今天来这里搞
环保净山活动，通过净山净水净心灵，
让我们身心更健康。我们每月都会来
这儿一次。”

据了解，现在的好多乡村网红景
点，都是免费向省内外广大游客开放
的，景点通过村自有资金、乡贤筹集、有
关部门补助等形式，把乡村打造得美轮
美奂。但有一种亟待解决的问题出现
了——那就是景点的环境卫生问题得
不到有效解决，如果景点在不收费的情
况下，一年下来光景点维护这一块就得
花费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费用，这一大块
费用没有着落。就缙云南城的东渡镇
兆岸村云台山而言，自从 2001 年一期
工程实施以来，年游客量就多达几十万
人次，兆岸村两委每周六实施村义工免
费上山捡拾垃圾，城市义工的加入，大
大提升了景区的品质。

美丽乡村建设，是提高了乡村的人
气，就缙云的各大乡村来说，进一步提
高了乡村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增加了广
大村民缙云烧饼、缙云馄饨、缙云土面
等销量，村民们自产的茶叶、蓝莓、草
莓、杨梅、黄花菜、菜干等在家门口就能
销售。但不容置疑的是，美丽乡村同样
倡导大家一起加强环境保护，让广大游
客除了微笑，什么也别留下，旅游所产
生的垃圾自己随身带走。同时，呼唤有
更多的公益人士，伸出热情双手，发现
旅游垃圾，及时拾捡，为保持美丽乡村
洁净风貌效力。

今年世界第 53个地球日的主题是
“珍爱地球，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地
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美丽乡
村是我们旅游休闲的好去处，美丽乡村
的环境保护需要靠大家共同努力。从
小事做起，从自身做起，让我们一起做
爱护环境、保护地球的超级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