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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都 邹成

近日，有市民反映很多车主将车辆随
意停放在消防通道上形成安全隐患，晚报
记者走访了市区多个开放式小区，发现车
辆乱停放侵占消防通道的现象比比皆是。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机动车几乎
成为每家每户的标配，有些经济条件优
越的家庭，购置了不止一辆机动车。但
是城市发展的脚步相较于经济发展就显
得力不从心，一些老旧小区原有的规划
设计，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趋势，经常
出现停车难、乱停车的现象，有些为了图
方便，存有侥幸心理，认为不会发生火灾
而侵占消防通道，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

2019年，市区一住宅小区起火，当消
防车到达时，却因消防通道被侵占，导致
只能用高压水枪在距离起火房间数十米
处进行灭火，时间持续大约 2小时，所幸
的是没有人员伤亡。其实关于此类堵塞
消防通道，影响消防人员救火而酿制的
悲剧，在各地时有发生。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当听到消防
车、急救车、警车拉响急促的警报时，一
般驾驶员都会主动避让，让救援人员能
够及早到达现场施救，这是交通文明的
提升，更是对生命的尊重。然而，当听不
到警报时，有些人就忽视了生命的可贵，
或者说他们知道却存在侥幸心理，随意
将车辆停放在消防通道上。

为何侵占生命通道的行为屡禁不
止？一方面是由于有关消防知识的宣传
培训普及面不够，个别村（社区）工作人
员在宣传时也仅仅发放宣传单页，拍照
留底，过于形式化，因此导致对于消防通
道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深刻，对于火灾的
危险性存在认识盲区。同时也存在一定
侥幸心理，认为发生火灾的概率低，占用
一下无关紧要。另一方面，是由于处罚
力度不够。

如何能有效地治理侵占消防通道的
行为？笔者认为：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
度，通过“悲剧”的视觉冲击，以及工作人
员的细心指导，切实增强关于消防安全
重要性的认识程度，鼓励人人都能参与
进来。另一方面要增加处罚的方式方
法，比如：在消防通道处安装监控，定时
巡查，交警部门和执法部门可协同处置，
有效解决无人查处的情况；对于处罚后
须立即联系车主进行移车，并对其进行
思想教育；对于处罚后仍侵占的行为应
进行行政处罚；动员群众开展随手拍活
动，让人人都是监督员。

生命的通道是生命财产能第一时间得
到救援的“快速通道”，是需要我们共同来
维护，政府部门出谋划策，加快老旧小区的
升级改造，合理规划布局，尽可能满足小区
住户的停车需求。私家车主也要进一步提
高思想认识，不要随意停车，勿让你的侥
幸，无意侵占，成为后悔莫及的忏悔。

莫为生命通道“添堵”

核心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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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房子的话题之所以能够登上微博
热搜榜意外“爆棚”，是老房子背后的故事
很暖心，勾起了数万网民内心深处的共同
情愫。

留住老房子
就是留住根脉

□ 莲都 林华斌

近日，松阳大东坝镇大东坝村的一幢老
房子上了热搜。老房子的话题之所以能够登
上微博热搜榜意外“爆棚”，是老房子背后的故
事很暖心，勾起了数万网民内心深处的共同情
愫，引起共鸣，大家纷纷翘起大拇指点赞。

老房子对于市民们来说司空见惯，许多
人甚至为了早日摆脱老房子的“破旧”“简陋”
而努力打拼，实现了城里买房或者拆旧建新的
美好愿望。然而，有些人心心念念老房子那独
特的味道。房子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物质财
产，也是一家人的精神家园。爷爷辈、父亲辈
们对乡下老房子时时刻刻含有一种浓浓的情
感，是老人们陪伴自己余生最亲密的伙伴。

老房子是一个家庭亲情的见证者。如这
次走红的老房子，建造者老叶住不惯城里的
商品房，告别城市的热闹与喧嚣，重新回归乡
村老房子怀抱，这是人之常情。20万元钱，这
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但它发挥出来的价值远
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它延续着一个家庭齐
心协力、相互守望的家园精神。

百善孝为先。叶家女儿尊重父亲的选
择，毅然成全老人的心愿，把父亲的精神需求
摆在第一位，这就是“孝”。都说人老了喜欢念
旧，哪怕是老房子里的一根柱子，房前屋后的
一棵树，都饱含着一段难忘的故事。老人回归
田园旧居，可以与左邻右舍念叨念叨，一起回
味曾经的酸甜苦辣。要是再锄点地，种点青菜
萝卜，就更具有颐养天年的幸福生活味儿。

老房子虽历尽沧桑，身躯也日益颓败，但
灵魂不能丢。可以做一些与时俱进的修缮改
进，这样就能两全其美。地变平了，大门变得
神采奕奕，屋内四周板壁油光发亮，天井种上
了各种各样的花，喜庆的大红灯笼在屋檐下
迎风摇曳⋯⋯这是让人心驰神往的世外田
园。有屋就有家，有家就有爱，有爱就有温暖
的港湾。没了老屋，人们再也不会回来，所有
关于乡村的情感和记忆都会渐渐淡去，留下
的只是让人怅然若失的乡愁。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我市许多地
方借“屋”发力，把一些原本人去楼空、摇摇欲
坠的老房子投入巨资修缮一新，成为城市人

“放空静养”的幸福园，由此带动一批乡村产
业复兴。老房子、老村庄、老邻居、老手艺、老
故事、老韵味，一些上了年纪的人，纷纷“退
守”旧居。房子破了可以修补，老屋“必须守
护”。这种强烈的情感，源于在老屋度过的美
好时光。大院落里，十几户人家居住着，其乐
融融。逢年过节时，在大堂里一起打年糕、做
豆腐、包粽子、做米泡糖的场景，至今是老屋
人脑海里无法遗忘的家族图景。

留住老房子，就是留住自己的根脉。我
们一直这样努力前行。

核心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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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的力量
□ 本报评论员 洪盛勇

本报报道，上周，丽水市博物馆举办
公益鉴宝活动，吸引许多市民慕名前
往。据了解，结合今年国际博物馆日“博
物馆的力量”这一主题，除公益鉴宝活动
外，丽水市博物馆还开展了丽博錾刻图
形社教、丽博敲锡盘等一系列活动。

不像一些新鲜事物，博物馆因为摆
放的多是一些“老物件”而被许多人忽
视。尽管如此，但必须肯定，博物馆自有
其不可忽视的力量。博物馆是典藏、展
陈人类文化遗产和自然博物的场所，人
们走进博物馆，欣赏历史、自然和人文的
精华，既一饱眼福，也获得精神上的享
受。博物馆也是文明的课堂，让人在历
史现场感受文明的伟大创造。博物馆还
是一种精神脉络的展示，逛一次博物馆，
感受历史的精神厚度，从中领略国家、民
族和城市文化底蕴。不过，以上只是博
物馆理论上的力量。要真正激发其力
量，还需要在许多方面下功夫。

需要吸引百姓走进博物馆。博物馆
的东西尽管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先人的
智慧，对后人来说可以提供多样的营养，
但如果人们不走进去，博物馆门可罗雀，
那么，人们就不可能了解吸收，最终，一
切就成为空谈。吸引百姓走进博物馆，
就需要把博物馆的老物件尽量现代化，
丰富博物馆的活动内容，加强宣传，让百
姓产生兴趣，从而吸引他们走进博物馆。

5月 17日上午，丽水市博物馆举行

“处州宋歌”系列文创首发沙龙。当天
发布的“处州宋歌”系列文创产品，涵盖
国潮 T 恤、环保毛毡布包、便携绘本手
帐、复古商务笔记本四个种类。“处州宋
歌”系列文创产品上，除了南宋·龙泉窑
粉青象钮盖罐、南宋·天庆观铜钟、北
宋·龙泉窑塔瓶三件文物，同时还搭配
了充满宋韵气息的卡通标志等，通过现
代新潮设计，让每一款文创产品都带着
浓浓宋韵。这就是一种好的吸引方式，
对百姓特别是年轻人有很好的吸引力，
之后，就可能走进来，了解宋文化，让博
物馆发挥力量。

还需要把博物馆搬到百姓面前。
让百姓走进博物馆是需要努力的方
向。那么，要是他们不来又该如何是
好？那就把博物馆搬到他们面前，搬到
面前，百姓就容易看到，一看总有收获，
博物馆的力量也就被激发了。这就要
求充分利用互联网各种电子产品等的
作用，把博物馆搬上网，开展各种近距
离的展览，让老百姓足不出户就能接近
博物馆，看到博物馆。

这些年，因受疫情影响，许多人不
便出门，于是，全国各地博物馆在做好
新冠疫情防控的同时，利用已有数字资
源推出一批精彩网上展览，并联合社会
力量创新传播方式，为公众提供安全便
捷的在线服务。这就是把博物馆搬到
百姓面前的一种方式。很明显，这有利
于老百姓参观了解，有利于博物馆更好
展现出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