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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新闻
“

”洪

□ 本报评论员 洪盛勇

容易被人忽视的人行道被重视起来。
本报报道，为加强城市人行道秩序管控，保

障城市人行道盲道通畅，10月 28日上午，丽水市
综合行政执法局在市区开展人行道盲道清障行
动，对车辆占用盲道的违停行为进行查处。人行
道盲道清障行动是我市 2022年民生实事之一。

城市管理需要关注的东西很多，在这些东西
中，人行道只是很小的一样。或许有人以为，如
今出行以小车为主，机动车道才是关注的焦点，
小小人行道，通畅不通畅，有这么重要吗？很重
要。

这是保障行人利益的需要。人行道，顾名思
义，就是供人行走的道路。人行道被各种各样东
西占用，不那么通畅，行人行走起来就有麻烦，这
就削弱了人行道的作用侵害了行人的利益。不
管行人多不多，其利益都必须得到保障。比如盲
道，不能因为也没见有盲人出来使用就可占用。

这是维护城市形象的需要。城市形象体现
在一些大的方面，更体现在一些小处，比如人行
道。城市形象也往往通过人的形象而体现出
来。比如占用人行道，人们首先会觉得这个城市
的市民素质不够好，由此，又觉得这个城市不够
好，毕竟，人是城市的组成部分。怎么办？就得
阻止各种侵占人行道的行为，还人行道以通畅。

这也是树立城市管理部门形象的需要。人
行道虽然是行人行走的道路，但作为市政设施，
是由城市管理部门负责管理的。人行道通不通

畅，一方面可见城市市民素质好坏，另一方面，也
可以让人看到城市管理部门的管理能力。只有
还人行道以通畅，才能让人们觉得，这个城市的
管理者是用心用力的有水平的，是一种积极向上
的形象，反之，只会让人们对城市管理者失望，留
下不好的印象。

说了这么多，可能有人还是体会不深刻。其
实，只要设身处地想一想，姑且把人行道当成自
己的家，而别人老占用你家，也没人管，那么，你
对上述重要性也就会有深刻体会了。

一句话，还人行道以通畅绝非小事。如何还？
需要严管。不管是有关部门还是热心市民，

都要以责无旁贷的意识，不要嫌麻烦，出谋出力，
如此，才能真正给占用人行道者以冲击，让他们
意识到，占用人行道别人不答应，占用人行道是
给自己找麻烦。多冲击冲击，人行道的障碍自然
就会越来越少，甚至没了。此次市区的清障行
动，当天上午执法队员就共劝导占用盲道机动车
89辆，采集处罚 16辆，劝导非机动车 74辆，处置
乱堆放 12起。这一劝导处理，相信定会在许多市
民心中留心震动，下次多半就不会胡乱来了。

更要提升规矩意识。有关部门要采取各种
形式，多宣传各种规矩，广大市民更要主动学习
各种法规，从而提升市民的规矩意识，意识到在
城市中生活就要守城市的规矩。有了这样的意
识，就有希望在行动上真正守规矩，当然就包括
人行道方面的规矩。如果真能这样，人行道的通
畅便指日可待。

□ 缙云 施星

随着电脑的普及，电影、电视、手机等
的大众化，阅读报纸日渐减少，其实经常
读报的好处还是多多。

“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通过阅
报，我们能在第一时间知道发生在世界各
地的最新消息。国际与国内的时事新闻
通过阅报，就能让我们了如指掌，不让我
们被这信息化时代给淘汰。很多中老年
朋友一直喜欢每天喝茶看报，他们乐此不
疲。

报纸是人类的精神食粮。阅报可让
我们打发业余时间，来开拓视野、开阔眼
界，丰富我们的各种文化知识。与其利用
空闲时间来打麻将、打扑克、玩游戏、沉迷
于影视剧，还不如来阅读报纸，阅读可以
发挥我们的想象，可以有充足时间思考，
可以说是一举而多得。

读报还能让我们获得不少快乐。搞
笑的漫画、开心的笑话、可人的诗词歌赋
和朗朗上口的散文等让我们身心受益，给
原本严肃、快节奏的生活带来许多轻松和
愉悦。诗与远方不一定要去远足，在日常
的读报中，在阅读的同时让我们如临其
境，感同身受。

多数报纸都设有副刊，比如《处州晚
报》就每周有“雏鹰希望专刊”。在这些副
刊、专刊的版面上，我们可以看见许多好
文章，这些别具一格的版面，荟萃了妙文、
摄影、绘画、书法等作品，可以让广大读者
爱不释手，特别是针对中小学生的版面，
同龄人创作的作品，可以给自己当作课余
学习的上佳“范例”。参加处州晚报小记
者队伍的小记者，还可以积极创作，踊跃
投稿，一经编辑修改编排发表，还可以领
到《稿件录用证书》及稿费。同小区一位
11岁的楼姓小朋友就自豪地说：“我今年
虽然只上小学五年级，但我已经是连续四
年的处州晚报小记者了，在晚报上共发表
了 4篇作品，作文、美术、书法、摄影等作
品每样一件。每当作品发表，我的同学、
老师、爸妈及其他长辈都替我高兴，我还
把录用证书贴在自己的房间。”

如何才能营造一个良好的阅读报纸
氛围呢？父母的以身作则是最为重要
的。父母在业余时间不迷恋牌局、不追
剧、不玩手机，家中充盈着读书阅报的书
香味，做到坚持每天看一看报纸，给孩子
更多的阅报陪伴。

坚持读报，益处多多。报纸刊载的内
容会更安全、更具可读性，陪孩子一起经
常读报，在报纸中汲取更多的新闻素材和
有用信息，丰盈大脑，丰富生活。订几份
报纸，一起读报吧。

□ 景宁 吴荣标

据本报报道，在市区西城美食广场，有一家
开了十多年的“吴记烤香肠”店。虽然食品种类
单一，但每天的生意却格外红火，一天最多可以
卖出 2000根烤肠。多年的经营，让这家小店积攒
了不少回头客，还有已经毕业的学生专门回来
吃，寻求学生时代的特殊味道。

这家小店之所以能够如此红火，就是因为有
了“吴记烤香肠”这个品牌。那么品牌是什么
呢？品牌就是一种无形资产，是一个产业的支柱
和发展动力。就拿这家小店来说，就是拥有了

“吴记烤香肠”这个独特品牌。每天早上起来，徐
关明的妻子吴秀娥先把鲜肉腌制上，等到入味后
启动绞肉机，经过两次搅拌，把自制的独家香料
融合到肉馅当中，再灌到肠衣里，打结，扎小孔。
这样就制成了“吴记烤香肠”的半成品。

这家小店就是这样，用小本的诚信经营，换
来络绎不绝的客人。“香肠要想好吃，肉一定得新
鲜，肥瘦相间，颜色越烤越漂亮。不能冷冻，不然
烤出来颜色发黑，还会影响口感。”徐关明说，以
前都是他和妻子两个人早上四点起床去菜市场
买新鲜肉，不过现在年纪大了，有点跑不动了，便
让商贩每天送到家里来。“一根烤肠 5块钱，生意

最好的时候，一天能卖 2000根。光猪肉就得用掉
150—200斤。”每天晚上他们把做的香肠全部卖
完才回家，因为第二天再卖味道就不新鲜了。

“酒好不怕巷子深，花香自有蜜蜂来”。一个
品牌就代表着相对应的产品和服务质量，凝聚着
这个产品的形象和顾客、公众以及社会对它的评
价，吸引着相对稳定的客户群。曾经有人拿两万
块钱来找他购买做香肠的配方，他没卖。徐关明
夫妇多年的经营，让他们收获了很多回头客，有
的专门开车从青田、缙云来吃烤香肠，也有已经
毕业的大学生“故地重游”，回到丽水的第一站就
是来这里“打卡”。还有很多在国外经商的丽水
人，回国后专门来买香肠带出国，或者托国内亲
戚朋友邮寄。春节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提前预订
半成品香肠，一买就是三四百根，每年预订出去
的香肠有上千斤。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
灵。”在我看来，只要拥有了自己独特的品牌，就
意味着有一定数量并相对稳定的客户群，意味着
这个品牌覆盖之下的持久、恒定的利益，自然就
会有一份值得终身坚守的产业。徐关明说，虽然
一根烤香肠的利润不高，但只要大家喜欢，他们
就会坚持做好这个味道。

核心观点

有关部门要采取各种形式，多宣传各种规矩，广大市民更要主动学习各种法
规，从而提升市民的规矩意识，意识到在城市中生活就要守城市的规矩。

还人行道以通畅绝非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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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新闻素材和有用信息，丰盈大脑，
丰富生活。订几份报纸，一起读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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