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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梁智玲）
丰富多彩的活动点亮社
区，焦作晚报进社区活动
备受欢迎。7月 22日上
午，焦作晚报联合冬香好
妈妈工作站走进山阳区艺
新街道成丰路社区，为居
民带来消防安全知识、集
中供热民生政策。此次进
社区活动还开设了书法课
堂，30余名中小学生在书
法老师的带领下，习练书
法，学习传统文化知识。

时值暑假，中小学生
居家时间多了起来，暑假
安全不容忽视。此次活动
专门邀请了山阳区消防救
援大队消防员李振为同学
们讲解暑期安全知识。“同
学们，暑假在家需要注意
哪些安全知识，你们知道
吗？”“注意用电安全。”“注
意燃气安全。”“我知道，还
有防溺水安全，老师也讲
过。”8时30分，进社区活
动以暑期消防安全知识讲
座拉开序幕。李振用通俗
的语言，为成丰路社区辖

区内的中小学生讲解了暑
期安全知识。同学们听得
津津有味，积极与老师互
动。陪伴孩子参加讲座的
家长也纷纷点赞晚报进社
区活动，点赞焦作晚报“官
方带娃”。

中小学生听完消防安
全知识讲座后，冬香好妈
妈工作站老党员、我市“五
老”宣讲员、老年书法家汪
洪海为孩子们上了一节硬
笔书法课。汪洪海说，汉
字记录了我国悠久的历史
和灿烂的文化，写好汉字，
学习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是每一名中小学生的
责任，养成良好的书写习
惯更是每一名中小学生应
具备的基本素质。课堂
上，30余名学生坐姿端正，
认真聆听，仔细书写。“妈
妈送我来参加这场活动，
我很喜欢。今天听老师讲
了基本笔画，回家我会好
好练习的。”山阳区解东一
小三年级学生李林格说。

情系民生伴成长，服

务群众守初心。这次进社
区活动内容丰富，除了有
服务暑期学生的专项内
容，还为社区群众带来了
民生政策宣传。活动现
场，中环寰慧（焦作）节能
热力有限公司组织工作人
员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现
场讲解供热政策、上门检
查采暖设施等方法，让民
生政策进入千家万户。供
热政策宣讲员连雪说，这
样的互动活动非常好，焦
作晚报搭建了良好的平
台，让民生单位与用户面
对面，真正了解群众所需，
对提升民生服务质量、提
升群众幸福感大有裨益。

焦作晚报进社区活动
作为焦作日报社的品牌活
动之一，将根据群众需求，
组织更多专业团队、专业
人员、与群众生活各方面
息息相关的资源，走进更
多社区，让群众在家门口
体会到便利，感受到更多
的获得感、幸福感。

情系民生伴成长
服务群众守初心
焦作晚报进社区活动备受群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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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孩子们在上
硬笔书法课。

图② 中环寰慧（焦
作）节能热力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现场讲解供热政
策。

图③ 山阳区消防
救援大队工作人员为孩
子们讲解暑期安全知识。

本报记者 宋崇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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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实意拜人民群众为师
□郭 剑

坚守职业道德底线是基本素质
□史 凯

记者从重庆
市公安局获悉，
重庆市沙坪坝区
警方近期侦破一
特大网络直播跨
境赌博案，打掉
跨境赌博犯罪团
伙13个，抓获违
法犯罪嫌疑人近
300 人，捣毁线
下赌博窝点 20
个，摧毁跨境赌
博平台 7 个，查
证涉案资金流水
4亿余元。
（新华社发)

侦破赌博案 王 鹏 作

莫辜负共享绿地的治理善意
□筠 溪

让孩子远离“水危险”
本报记者 李 锴

大暑已至，一年之中最热
的时节来了。《焦作晚报》适时
推出《晚报记者七十二变·感受
城市温度》栏目，记者拜人民群
众为师，沉浸式反映普通劳动
者战酷暑、斗高温的平凡工作
和生活，让读者强烈感受到我
们这座城市的勃勃生机和攀高
比强、奋跃而上的精气神。

高温下的坚守需要被看到，
交通警察、环卫工人、快递小哥、
园林工人……再毒的日头也无
法阻止他们接受“烤”验，因为他
们的“阵地”在室外，只有依靠汗
流浃背的坚守，他们才能不辱使
命，才能保持交通顺畅、维持市
容整洁、方便千家万户、守护城
市绿意，正如歌中所唱“风大雨
大太阳大，我就是敢打拼”，他们
无愧为高温下最可爱的人。记
者采撷高温下户外工作者的工

作片段，告诉广大市民，在同一
片蓝天下，有许多人为了城市正
常运转，为了对客户的承诺，为
了老人和孩子在家中享受清凉，
毅然置身滚滚热浪中。这是党
媒民生情怀的体现，是对正能量
的弘扬，更凝聚了和谐社会的共
识——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应
该获得理解、得到关爱、赢得尊
重。

像新闻记者一样走近普通
劳动者，“零距离”体验沸腾生
活的还有各级党员干部。在大
兴调查研究的当下，在高温桑
拿天，党员干部应该走出空调
房，以“两脚泥、一身土”的工作
作风，多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深入实际，“捉活鱼”“捞干货”，
了解民间疾苦，号准市场脉搏，
密切干群关系；既要“身入”基
层，更要“心到”基层，对群众最

盼、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主
动调研、抓住不放，听到实话、
获得真知，以便作出精准对接
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
的有效制度安排。

脚下沾有泥土，心中沉淀
真情。无论是新闻记者，还是
党员干部，只有深入街道社区、
田间地头、车间班组，深入广大
城乡居民家庭，真诚倾听群众
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
关心群众疾苦，普遍地而不是
零散地拜人民群众为师，在普
通劳动者的火热实践中汲取力
量，才能求客观规律之真、务为
民造福之实，才能以实干推动
发展、以实绩赢得民心。

炎炎夏日，清凉的水上运
动是孩子的最爱，但溺水事故
也会随之发生。近日，一起青
少年溺水事件又牵动了全社
会的神经。网友表示，暑期防
溺水虽然是老生常谈的话题，
但是要让孩子真正远离溺水，
还需引导和防护结合，尤其是
家长，一定要时刻绷紧安全这
根弦，竭尽全力预防溺水事故
的发生。

网友“东东”：预防溺水，
不是儿戏，不要拿自己的生命
开玩笑。

网友“代代”：防溺水宣
传范围已经到角角落落了，
可是每年都有溺水而亡的生
命，唉……

网友“仰望星空”：年年
都看到有孩子溺水，痛心啊！
生命只有一次，家长一定要看
护好自己的孩子。

网友“雨后有彩虹”：希
望家长一定要重视起来，别到
时候发生意外再后悔。

网友“少校”：真的太让
人心痛了，家长千万不要抱有
侥幸心理，一定要专心看护孩

子，不要分心做其他事情，比
如玩手机、接电话、与他人聊
天等。

网友“淑霞”：千万别让
戏水成了亲人的眼泪！

网友“来恩姥姥”：年年
提醒，年年都有，希望大家一
定要多加小心，多叮嘱孩子，
但愿不要再出现同类悲剧。

网友“汤”：每每看到这
种消息，真的很痛心。生命安
全一定要摆在第一位，家人带
孩子出去玩，更要注意防范。

网友“Mina”：虽然看到
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救落水孩
子的事迹很感动，但儿童防溺
水，不能总指望有人奋不顾
身，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家长必
须尽到监护责任。

暑假是户外活动尤其是
游泳的密集期，孩子一定要牢
记防溺水“六不准”“四不要”，
防止溺水事故的发生。同时，
家长也要承担起孩子防溺水
监护的第一责任人，呵护好孩
子的暑期安全，让孩子远离溺
水风险。

近期，国内旅游市场频繁
爆出“大瓜”，跟一些从业人员
的个人素质有关系，其“一句话
就带偏了节奏”，种种不当言行
极大损害了当地旅游市场和城
市形象。

今年暑假，是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后的第
一个暑假，希望彻底放松一下
的民众，在孩子两个月“超长待
机”的加持下，迅速带“火”了国
内旅游市场。可以预见，今年
暑期旅游市场的总体收入将会
有明显增长，妥妥地属于拉动
内需的“源动力”。而与旅游行
业相关的餐饮、住宿、交通等行
业，也会呈上漂亮的业绩增长
报告。而这其中最直接的受益
群体，要数旅游业的从业人员
了。

个人通过旅游社报名去外
地旅游，旅行社会安排一个导
游全程陪同，此人就是“全陪导
游”，负责整个行程的有关事

宜。正常情况下，目的地城市
会有旅行社来对接，并派出一
名导游来负责一行人在当地的
游玩、住宿等事宜，此人就是

“地陪导游”。从网友发布出来
的视频大致判断，在旅游大巴
上发表不当言行的导游，应该
属于行业中的“地陪导游”。

身为当地旅游行业中的一
员，本该主动维护当地旅游形
象，却把“无节操的索取”“嚣张
的语言”“糟糕的体验”留给了
游客，其行为让当地旅游形象

“瞬间崩塌”。有人说，导游是
“旅游业的灵魂”，旅游企业的
发展壮大、旅游形象的塑造树
立、旅游业的健康发展，都离不
开导游的付出和努力，笔者对
此表示赞同。但是，作为旅游
行业从业人员，应该了解自己
的职责、了解游客的需求、保持
应有的专业性，与游客建立良
好关系的同时，不要做有损旅
游市场、有损城市形象的事儿。

旅游业是受疫情影响较大
的行业，现在这个行业回归常
态，是一件让人欣喜的事儿。
但是，市场出现爆发式的快速
增长，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让
一些旅行社和个别从业者乱了
阵脚，只看到眼前的经济利益，
从而忽视了最应该坚守的职业
道德底线。旅游行业的快速恢
复，固然会让人产生一种“胜利
来得太突然”的感觉，但这并不
是代表就可以“萝卜快了不洗
泥”，更不是旅游行业降低入职
门槛、拉低服务质量的理由，粗
犷式的经营手法仍然要不得。

作为管理部门，需要加大
行业的监管力度、强化从业人
员的培训和学习，用精细化管
理的手法和态度去迎接行情的
回归，才能助力本地旅游市场
始终处在良性发展轨道上。

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需要
放松释压调节身心。拥抱自
然、户外露营、休闲游憩、运动
健身，是共享绿地能够带给市
民的生活之趣。

近日，我市在南水北调·天
河公园、龙源湖公园划定了三
处共计约 4 万平方米的公共
绿地向市民开放，作为试点还
将建设和完善配套设施，充分
考虑共享绿地时的便捷与舒
适。

开放绿地，全民共享，充
分体现了城市治理的善意，无
疑能增强生活在这座城市中
的人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当然，把好事办好、让绿
地常绿，除了理念更新和设施
完善外，后期职能部门的管
理、宣传力量的引导、市民素
质的提升，也是常态化提高这
项工作效能的关键。“不踩踏
草坪，请脚下留情”是大家从
小就接受到的公德教育，而随
着公共资源开放共享，绿地不
再是公众的“禁区”，原有的观
念还能在多大程度左右我们
的行为，需要打个不大不小的
问号。

事实上，许多城市的街

边，作为“禁区”的绿地时常遭
遇汽车停放、遛狗践踏、穿越
成径等乱象，城市顽疾久治不
愈，为城市治理带来了长期的
挑战。作为“禁区”的绿地尚
且如此，开放共享后，大家又
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环境之
间的关系，是考量全民公德意
识和维护绿地环境需要面对
的课题。

近年来，随着公共绿地逐
渐增多、上档升级，我市逐步
建成了人、城、园和谐统一的
开放型城市绿色生态空间。
公共绿地，既要建得好，又要
管得好、用得好，不仅要发挥
职能部门的聪明才智和管理
智慧，更要全民携手维护绿地
环境，避免产生“公地悲剧”。

与共享绿地的治理善意
共鸣。“仓廪实而知礼节”，我
们欣喜地看到，随着物质生活
日益丰富，人们的精神文明程
度也在逐渐提升、公德意识日
益增强，以管理倒逼、以舆论
引导、以惩戒托底，相信广大
市民定然更加珍惜公共资源，
更能用心呵护开放共享的绿
地，在家门口享受生活中的诗
意和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