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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赏萤季，

丽水各地均迎来了萤火
虫的最佳观赏季。夜幕
降临，数以万计的萤火
虫点亮竹林溪畔，吸引
众多游客前来打卡。丽
水好生态，让萤火虫每
年如约而至。我们在赏
萤时也应多给这些小精
灵们留一方生存净土，
保护它们，就是保护我
们的环境。让我们共同
守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美好家园。

大型商超、外卖配送和社区团
购的普及，曾让年轻人与菜市场

“渐行渐远”。近年来，“年轻人逛
菜市场”却一度成为社交平台的热
门话题。在过去备受中老年人青
睐的菜市场，如今受到了越来越多
年轻人的喜爱。

又脏又挤、人声鼎沸；空气中
弥漫着各种各样的味道，吵闹喧
嚣……只要一提到菜市场，不少人
都会存在着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
菜市场里面的柴米油盐和烟火气，
似乎和年轻人存在“代沟”。但传
统菜市场与年轻人之间的“代沟”
并非不可弥合。年轻人也有自己
的消费文化和消费喜好，传统菜市
场只要主动“接轨”就能避免与年
轻人“脱轨”；菜市场不仅可以有柴
米油盐的烟火日常，同样可以有

“诗和远方”的时尚表达。比如，现
今，不论是烤肉店、面包店等年轻
业态接连入驻，还是推出“代炒菜”
服务，抑或是菜市场里面建起了艺
术展览馆、引入了脱口秀表演，置

身变革时代，许多传统菜市场用柔
软的身段，张开怀抱拥抱年轻人，
越来越“年轻态”。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菜
市场为丰富老百姓的餐桌发挥了
重要作用。对于年轻人而言，菜市
场不仅是满足实际生活需求的地
方，也是一个满足精神诉求和情感
需要的空间；菜市场成为一个有别
于家庭和工作场域的“第三空间”，
逛菜市场成为不少年轻人追捧的
新生活方式。

钢筋水泥建构的“城市森林”，
让不少“久在樊笼里”的年轻人渴
望“复得返自然”；逛菜市场成为
年轻人亲近自然的“寻根”之旅，菜
市场五花八门的时令菜品，带着清
新的泥土气息和田园生活的诗意，
直抵都市人的心灵。菜市场独特
的烟火气和人情味能给人带来情
感慰藉，让年轻人得到精神上的愉
悦和满足。

食物的背后，往往隐伏着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与情感。敏锐地发
现和捕捉消费者的需求，有针对性
地提供相应的服务，让菜市场重新
焕发生机与活力，提升消费者在菜
市场的舒适度、便利度和满意度，

“菜市场年轻态”需要多管齐下。

菜市场转型升级圈粉年轻人
杨朝清

“不要着急，叔叔抱你们过去。”
“在这边等叔叔，一个一个来。”……3
月27日，正值放学高峰，丽水市区大
面积突降大雨，交通警察上演了令人
动容的一幕。只见其单手托举，护送
大洋路学校的学生过马路，简单的动
作重复无数次，这一感人画面被记录
下来在网上传播，引发点赞。

大步迈进积水中，将等在一边的孩
子们，一个接一个抱过积水路段的画
面，丽水交警以最朴素的姿态击中了人
们心底的柔软。不仅仅是交警，还有学

校老师、自发“护学”家长，这些场景中
的人性之光，既是职业担当的注脚，更
是城市文明生长的根系。这样的行为，
早已超越了“职责所在”的范畴，成为一
种近乎本能的善意。这种善意，源自职
业身份与人性温度的强烈共振。从他
们身上，我们看到职业赋予他们守护的
使命，但真正让人感动的，是那份将孩
童视为家人的温情。这种从“岗位责
任”向“生命责任”的升华，让城市的安
全有了人性的温度。

城市的文明高度，往往在细节处
显现。广东佛山“托举哥”李锦坚在
雨中化身“人体电线杆”两小时，新疆
克州边境派出所民警在高原上践行

“定校、定点、定时”护学承诺……这
些看似琐碎的日常，实则是城市治理
智慧的微观投射。它们不追求宏大

叙事，而是以“重复无数次”的简单动
作为切口，构建起安全与温情的双重
屏障。就像丽水交警在雨中反复托
举的手臂，每一次伸展都是对“人民
至上”理念的具象化演绎。这种治理
模式的可贵之处，即是将刚性的制度
转化为柔性的互动，让规则有了心
跳，让秩序有了表情。

“护学岗”现象，深刻地折射出城
市文明生态的良性循环。当小学生们
用相册记录下交警护学的身影，这种
双向的情感流动打破了传统意义上

“守护者”与“被守护者”的界限，让城
市中的每一个人都成为文明链条上的
关键齿轮。家长们从被服务者转变为
服务者，自愿加入护学队伍；孩子们在
交警引导下学会独立过马路，又在致
谢中反哺温暖。这种互动如同文明的

火种，在传递中愈发炽热。
一座城市的品格，不仅体现在高

楼林立的繁华，更融合于街头巷尾流
淌的温情。不管警察还是志愿者，教
师还是普通市民，无数人用看似微小
的行动编织成守护童年的安全网，这
些场景共同构成了城市的“精神地
标”。它们有力地证明：真正的城市
文明，不是口号喊得多响亮，而是能
否让每个孩子在穿过马路时，感受到
一只坚定而温暖的手；能否让平凡岗
位上的每一次付出，都能收获真诚的
敬意与回响。当这样的故事在城市
各个角落生根发芽，所谓的“文明形
象”便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千万
双手托举起的、触手可及的温度。这
温度，足以让任何一座城市，在时代
的洪流中站稳人性的坐标。

雨中托举点亮城市文明之光
孔德淇

在丽水的青山绿水间，保护野
生动物、呵护自然生态的感人故事
频频上演。就在前不久，青田接力
救助受伤红隼，莲都救助并成功放
归 3 只国家级保护动物，这些善举，
折射出这座生态之城一直以来敬畏
自然、保护生态的担当与姿态。人
类与野生动物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
同体，保护野生动物就是守护人类
自己，呵护自然生态就是守护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与美好未
来。

保护野生动物，关乎生物多样
性及生态平衡，关乎人类生存发展
和文明进步。近年来，随着社会整
体文明程度的提升，保护野生动物、
呵护自然环境已成为社会共识，几
年前云南野生象群集体北迁并平安
返回栖息地的事件，便充分体现国

人保护动物、保护生态的自觉与耐
心。在象群长达 17 个月的迁徙之
旅，从政府到民间、从线下到线上，
人们一路守护，演绎了一场令人叹
为观止的奇妙旅程，谱写了一曲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乐章。

丽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的重要萌发地和先行实践
地。作为“中国生态第一市”，丽水
一直以来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引
领者和“优绩生”，瓯江小鳔鮈、百
山祖角蟾、百山祖元蘑等新物种的
不断发现，中华秋沙鸭等野生动物
数量的逐年递增，是这座城市在生
态环境保护方面交出的优异成绩
单。从构建高水平生态保护机制，
到在全国率先开展生物多样性本
底调查，再到构建较为完备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监测体系，丽水探索出

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路
径。从政府将大溪治理提升改造
工程项目“停工改道”，为中华秋沙
鸭“让路”；到景宁英川镇黄垟口村
村民自发成立“鸳鸯护卫队”，保护
南下越冬的鸳鸯………丽水保护
野生动物、呵护自然生态迈出了坚
实步伐，这不仅是丽水政府部门坚
守的责任和担当，还成为广大群众
的集体意识和行动自觉，融入日常
生活之中。

当下，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
需要自上而下的共同参与、共同建
设和共同享有。保护野生动物、呵
护生态环境，既是政府责任，也是公
民义务。一方面，政府部门作为主
导力量，应打好宣传教育引导、政策
法规完善、资源资金保障、科技创新
应用、绿色经济发展等“组合拳”，在

发展中保护、于保护中发展。另一
方面，群众参与是最广泛、最持久的
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应从日常点滴
做起，拒绝购买和食用野生动物制
品，积极参与环保志愿活动，自觉践
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需要提醒的
是，保护野生动物还要注意科学安
全，防止“爱心绑架”式救助和“杀
生”式放生等干扰自然、“好心”变坏
事的行为，不打扰、不伤害，守住人
与自然的边界，与野生动物和谐共
处。

丽水不断上演的野生动物保护
救助故事告诉我们，当以敬畏之心
善待每个生命时，大自然必将回馈
最动人的生态画卷。让我们用行动
守护自然，用爱心呵护生命，与万物
和谐共生，共建生生不息的美好家
园，共筑美丽宜居的生态之城。

保护野生动物就是守护共同家园
王秋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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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萤：
不打扰的浪漫

从“数据多
跑 路 、群 众 少
跑腿”到“一站
式 ”“ 云 ”上 服
务 ，再 到 AI 公
务 员 …… 人 工

智能和数字技术飞速发展，基层
治理模式不断“上新”，改变了过
去面对面服务群众的单一载体，
让“不见面”式服务成为一种工
作风尚。不得不说，科技赋能基
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发挥了数字技术、信息技术和智
能技术优势，减少了人力成本、优
化工作流程、提升服务效率，既能
增加群众实在获得感，又能丰富
和拓展基层治理元素，把更多时
间和精力花在促进高质量发展
上。由此所见，“数智”治理与智
慧服务代表了一种方向与潮流。

然而，“云”上相遇，不能完全
替代“云”下见“人”。诚然，智能
时代下，科技创新澎湃前行，基层
治理与服务群众不能再停留在传
统观念之上，须打破思维定式、涵
养革新理念，多实现一些治理手
段突破与智慧数字赋能，让群众
从“云”上服务中增进体验和获
得，不断彰显基层治理体系的现
代化水平，展示公共服务向“新”
而进的魅力风采。但是，服务群
众贵在以人文本，掌握群众真切
意愿、了解基层真实声音较为重
要，比如群众服务背后的问题根
源、未来期盼、心理思路等同样是
制定决策的参考。

故此，服务群众不仅在于“结
果”，人情味的过程同样不容忽
视。要知道，群众因个人阅历、知

识背景、数字基础等不同，难免存
在数字鸿沟等现实困境。群众本
身对于数字服务和“云”上服务的
接纳度存在差异，面对面的交流沟
通、心换心的坦诚相见，势必是服
务群众必不可少的环节。换而言
之，“云”上服务释放了数字红利，
但线下见“人”的服务模式与理念
却不可少。如果剥离了“人”的情
感纽带，服务只剩下干瘪的结果，
就会偏离了密切联系群众的初心
旨归。

数字代替不了温情，“云”上难
免有些“冰冷”。对于广大群众而
言，急难愁盼不可怕，可怕的是遇
事找不到“人”，只能诉求于“云”上
与“数字”，难免会让群众着急的心
添上一丝“寒意”。故此，无论如何
线下相见、对面交流的环节不能
少，一句掏心窝子的话、一个关心
问候的眼神等，都是化解群众焦虑
与忧心的“撒手锏”。任何时候，人
情味、接地气的服务都不过时。所
见，破除“云”上服务的一些“冰冷
范”，实则是数字时代公共服务均
衡化的理性探索与话题思考，更好
增进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服务群众别“云”深不知处，走
出“数字陷阱”，才能柳暗花明。事
实上，公共服务滋生“数字陷阱”，
同个别单位把数字化服务当做“面
子工程”、少数领导追求错误政绩
观不无关联，为了数字而数字、为
了上“云”而上“云”，将“云”服务异
化为形式主义。突出一个“实”字，
紧扣一个“情”字，把以人为本写进
数字服务的价值注脚与逻辑底色，
才能真正以科技赋能基层治理转
型升级、提质增效。

服务群众莫陷入“数字陷阱”
段官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