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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地方年年种树不见树，年年造林不见
林，关键就是疏于平时的护树管理工作。】

近日，笔者与一位村支书谈及植树节种树的
话题时，这位村支书相告，他所在的村已经好几年
没有种树了，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护树”上，广
大村民已达成了“要种树更要护树”的共识，广大
村民护树的意识都很强，几年前种下的树成活率
高，如今都已成林了。笔者听了，不禁为该村“要种
树更要护树”之举拍手叫好。

眼下，一年一度的植树节即将来临，各地又
将开始大张旗鼓地挖山种树造林了。有的为了造
声势，竟然满山插遍彩旗，还请来记者和电视台，
不但要上报纸，还要上电视。有的不惜花费重金
买来各种名贵树种，而且也不管这些树种会不会

“水土不服”，就到处乱种下去了。然而，等树种好
了，就再也没有人去管护这些树了，任凭其自生
自灭。于是，种下的树不出几月，不是枯的枯，就
是死的死。一些地方到了来年植树节的时候，又
重新组织人员再次植树，有的甚至出现年年在同

一座山上植树的奇葩笑话。
其实，大家都知道“种树容易护树难”这个道

理。种一棵树，也许只需要几分钟时间，但要想让这
棵树活下来，那就需要常呵护、常浇水、常修枝。植
树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些种下的树能成活、成林、成
材，而不是到了植树节的时候“作作秀”而已。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护树要远比种树重要得多。

因此，笔者以为，与其把热情和精力放在植
树上，倒不如把更多的热情和精力放在护树上。
一些地方之所以几年不用植树，就因为平时护树
出成效，而无需年年植树了。有的地方年年种树
不见树，年年造林不见林，关键就是疏于平时的
护树管理工作。倘若把种树的热情和精力侧重于

“护树”上，让树木种一片活一片，那还用得着年
年种树吗？

但愿各地在植树节到来之际，不妨先认真谋
划一下植树之后的“护树”工作，把“护树”工作放
在首位来抓。只有“护树”出成效了，才能避免年年
植树而不见树的尴尬境地。总之，一句话，“种树”
更要“护树”。

日前，本报报道了两则毁林的消息：一则
是位于渌口区伏波大道边的一处山上，挖掘
机在山上修了条路通往墓葬区，造成大片黄
土裸露，有植被大面积受损。一则是天元区隆
兴社区自留山上，有人砍树建房子。

育成一株树不易，毁一棵树，只在一念一
刀之间。保护生态环境，人人有责。死人不应

与活人争地，活人更不能砍树造房。爱林护
林，不只是说说而已，因为法律难容。春日植
树季，不做毁树人。

这正是：春日正是植树季，十年育林不容
易。建房砍树择屋基，死人偏争活人地。移风
易俗应倡议，陋习私利该摈弃。毁林砍树当喝
止，保护生态千秋计。

【值此妇女节之际，我们应向广大
女同胞道一声祝福，向身边每一个“她”
致一份敬意，愿每个女孩都站在世界明
亮之处，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妇女节，正值全国两会召开。“在
新时代，女性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应该
对事业有奉献、对社会有责任、对家庭
有贡献”“现在的社会前所未有的和谐
安宁，女性社会地位提高了，我感受到
了尊重”……“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
记的亲切问候和殷切希望，让女代表、
委员倍感温暖、备受鼓舞，并激励着全
国女同胞继续在本职岗位上绽放出属
于自己的精彩。

巾帼不让须眉，女性大有可为。新
时代的中国，为巾帼竞展芳华提供了
广阔舞台，为女性建功立业创造了大
好机遇。在我们身边，从来不乏这样一
些美丽身影，她们与时代同发展、共奋
进，在国家议政建言最高殿堂，在改革
开放最前沿，在脱贫攻坚主战场，在抗
击疫情第一线，在社会服务各领域，在
教科文卫体各战线，在家庭文明建设
等各方面，都撑起了“半边天”，贡献了
巾帼力量，创造了巾帼业绩，展现了新
时代女性风采。

有人说，如果把中国的发展比喻
成一部高歌行进的奏鸣曲，那女性的
奋斗是其中动人心弦的旋律。如在抗
击疫情斗争中，用生命筑起防线的女
医护人员、巾帼志愿者，迸发出“她力
量”、贡献出“她智慧”。驰援武汉、转战
多个疫情现场、疫苗攻关、科研成果创

多项世界第一的“女少将”陈薇，就是她们中的代表。
脱贫攻坚斗争中，许多女性扶贫干部、乡村教师舍小
家为大家，将最美年华无私奉献给脱贫事业。回乡奉
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献身教育扶贫、
点燃大山女孩希望的张桂梅，就是她们中的代表。

可以说，这些杰出的巾帼英雄，都是伟大事业的
建设者、文明风尚的倡导者、敢于追梦的奋斗者，让
我们的国家前行更有动力，让我们的社会发展富有
活力。值此妇女节之际，我们应向广大女同胞道一声
祝福，向身边每一个“她”致一份敬意，“愿每个女孩
都站在世界明亮之处，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我们也看到，促进妇女全面发展仍面临诸多挑
战，就业歧视、晋升压力、职场潜规则……阻碍女性
发展的无形壁垒，还不同程度存在。

女性事业的发展，就是社会文明的进步。站在新
的发展起点上，无论是从政策还是机制上，节日还是
平时，都要强化妇女权益保障，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让尊重和关爱女性成为时代新风尚。尤其要继续精
准发力，帮助解决妇女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使更多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女同胞，让每
一位女性都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

【学是为了用。】

开学前，许多学校在制订新学期教育教
学计划时，都将组织学生参加一定时间的劳
动，作了具体的安排。这非常有利于促进广大
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得到全面发展。我觉得，
这是发扬教育人才优良传统的上乘之举。当
年 ，著 名 教 育 家 、思 想 家 陶 行 知 的“ 第 二 课
堂”，正是这样做的。

1939 年 7 月，陶先知创办了一所育才学
校，刚建校，急需大量听课用的板凳。陶先知
于是请来了一位手艺不错的木匠，而且要木
匠首先教会自己学做凳子，然后要和木匠师
傅一起教学生做板凳。聪明的木匠答应了陶
先知的要求，几天课余时间，著名的教育家熟
练地做出了款式不错的凳子。他立刻将学生
们召集到操场上，教他们学习做凳子。在很短
的课余时间里，上千条板凳就做出来了，学生
坐在自己做的板凳上听课，特别专注认真。家
长们看到孩子们的出色表现，既高兴又惊讶，
无不对陶行知的“第二课堂”竖起了大拇指，
深表感谢和赞赏。

陶行知“第二课堂”，对教育工作至少有三

点启示。其一，办教育的有些条件，是靠创造才
能具备的，实践说明教育是一个综合工程，即
使软、硬件非常好的学校，也要靠教育者动脑
筋、勤动手去弥补某些方面不完善的地方。我
曾任教的一所中学，化学实验的器具不算少。
但有位化学教师，一两年内自制化学实验器具
达 200 余件。他任教班级教学统考成绩稳居全
市前三名。其二，教育者要先受教育。有的教育
工作者习惯于“坐”“靠”“看”：坐等教育环境不
断优化，一切靠教育行政支持，总看别人怎么
样，自己就怎么样。这样很难培养出合格的学
生。其三，要突出“实践第一”的观点。学是为了
用。情况表明，理论水平固然重要，但绝不可忽
视了社会的实践性。为什么现在课内外相结合
的“研学活动”大受欢迎？报社的“小记者”俱乐
部为什么被无数家长青睐？就因为秉承了注重
实践的优良教育传统，讲和做相结合、校内校
外相结合。试想，一个动手能力不强的学生能
受到用人单位欢迎吗？

教育新征程，党史如明灯 。百年党史说
明，只有坚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坚持与生
产劳动实践相结合，才能办成人民满意、社会
需要的教育。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

“求国家分配女朋友”的梗最近冲上热
搜：武汉城市留言板上出现了一条求助，题目
是“大龄青年没对象结婚难”。为了表达诚意，
留言者还特地附上一张高清照片。

在很多人看来，“找政府分配对象”似乎只
是一则笑话。现行婚姻法规定，法律所保障的
是“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况且，人不是商品，
就算在很多生活用品都是靠政府计划分配的
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也未曾给人分配过对象。

冷静下来，“找政府分配对象”不能只当个
笑话来看，其背后反映的是民生难题。男大当
婚女大当嫁。但现实情况是，我国单身成年人
口高达 2.4亿人，如果家有剩男剩女，当父母的
常常夜不能寐。每到过年，“逼婚”始终是热门
话题，“相亲”成为常规操作，一些“骗婚”案件
也时有发生。

纵观单身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有经济
发展压力太大而害怕逃避结婚的，有没有碰到
对的人因而不愿意凑合的，于是很多人有了这

样的执念：在对的人之前，不让步不将就，自身
的人生道路，自己说的算！

既然“找对象难”是一大民生问题，那么，
政府对此应该有所关心，有所帮助。此处的关
心与帮助，绝不是“分配对象”，而是要想办法
牵线搭桥。

这些年，帮助大龄青年找对象，有关部门
一直在行动，也取得了一定成效。比如团市委
搭建“青春恋爱季”交友平台，市总工会开设

“情感课堂”等等，炎陵县还为脱贫青年举行了
集体婚礼，这些都让群众有了更多的获得感。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缓解“找对象难”，地方政府应当更加精准施
策，在城市，剩女较多，就多组织开展一些公益性
的婚介联谊活动，让她们有更多展示机会。在农
村，剩男多，就应加强培训，让他们掌握一技之
长，增加收入，提升自身吸引力。此外，由妇联牵
头，在全市组建专门“红娘”队伍也未尝不可。

政府工作报告中，今年我市首次提出实
施美丽乡村“鹊桥工程”，帮助农村大龄单身
青年脱贫之后“脱单”，这也算是对“政府发对
象”的另外一种暖心回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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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政府分配对象”背后
反映的是民生难题

邓伟勇“种树”更要“护树”
叶金福

陶行知“第二课堂”的启示
肖又铮

毁林当棒喝
刚 柔/文 左 骏/制图

火龙果视频期待您的参与
媒体融合，移动优先。欢迎来到“火龙果视

频”专版。在这里，我们用视频推介株洲高质量
发展亮点，扫描当下时政社会热点，服务市民生
活难点。我们期待，所有读者，一同参与，或提供
成品，或共同拍摄制作。题材不限，有趣的、有用
的 ，工 作 的 、生 活 的 ，均 可 。联 系 电 话 ：
22896942；视频投稿邮箱：736700050@qq.
com（可发视频，也可只附上网上链接地址），一
经采用，稿酬从优。

花炮祖师故里放鞭炮爆惊蛰将军外交家耿飚

姓氏中的“大熊猫”
攸县菜坪村“叫”姓一族

医者仁心
省直中医院护士献血后

再进手术室救人

视·民生

医务人员在献血后
又忙着救人。

3 月 4 日，省直中医
有患者开颅急需用血，
手术室护士献血后再进
手术室救人。据悉医院
共有 8 人共献血 2500 毫
升，满足了手术需求。

图片、文字、视频/网络

湖南代表团举行网络视频集中采访

村民在燃放鞭炮。
3 月 5 日是 24 节气里的惊蛰，醴陵市麻

石村村民在自家门前燃放鞭炮，麻石村也是
中国花炮祖师李畋的故里。村民介绍，在惊
蛰这天 ，会选择青壮年或者贵客来点燃鞭
炮，是对新年的一种祈愿，希望新的一年都
能风调雨顺、少病少灾，获得好收成。

图片、文字、视频/网络

几位“叫”姓村民在聊天。
在攸县菜坪村，生活着一群以“叫”为姓的

村民。村民叫东辉称，因姓氏稀有，在外面很容
易被记住。村里老人称，《叫氏五修族谱》中记
载叫氏“始祖”仲康生于明洪武十二年，后逃难
改姓叫，立籍攸地。 图片、文字、视频/网络

视·人物

1944 年，耿飚(左)和美军观察组组长德穆克在从延安赴晋察冀途中。
耿飚，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图片/网络 文字、视频/火龙果视频

视·两会

网络视频采访现场。
3 月 6 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湖南代表团举行首场
网络视频采访。曹慧泉、阳卫国、朱
洪武、孟庆强、曹志强、聂鹏举 6 位
在湘全国人大代表，在北京的湖南
代表团驻地，围绕如何更好地践行

“三高四新”战略，通过视频连线的
形式接受“云采访”。

图片、文字、视频/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