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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今年“五一”，我们迎来 5 天长
假。对于过去一年多，因为疫情而
打乱出游计划的人们来说，对这个
长假应该有诸多期待。井喷式的旅
游需求，一方面能够推动各地三产
服务业迅速回温，另一方面也给各
个旅游目的地带来压力。如何平衡
好接待服务与防疫安全，是对各地
旅游管理部门、从业者的一次考
验。太仓作为上海的后花园、休闲
旅游地，文旅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在
这5天长假中也必然迎来一大批游
客，如何让他们对太仓留下美好印
象，太仓需要交出属于自己的“服务
答卷”。

旅游休闲品质的提升，是一项
系统工程，要用好市场的“无形之
手 ”，也 要 用 好 政 府 的“ 有 形 之
手”。眼下疫情仍未结束，在人流
量大增的长假期间，太仓首先要绷

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做实做细疫情
防控工作是应有之义。对于我市
多个免门票景区，伴随着人流的增
多，防疫压力会加大，特别是消毒
工作，必须加大力度和提高频率，
确保每天都要全面消毒，不能因为
消 毒 工 作 不 到 位 而 留 下 风 险 隐
患。同时，要科学合理设置景区承
载量，通过门票预约、智慧引导、错
峰入园等手段控制游客流量，优化
设置景区游览线路，防止人员聚
集。在入园引导方面，要有效核查
健康码，劝导游客佩戴口罩，保持
安全的社交距离等。在人流量大
的时间段，还需要加大巡察力度，
提醒游客掌握防护要点、提高防控
意识，既满足公众旅游需求，又保
证出游安全。

旅游消费的升级，最直接的动
力是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品质埋

单。太仓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环
境，是江苏省内唯一一个既沿江
又临沪的县级市，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 15.33 平方米，PM2.5 年均浓
度 26 微克/立方米，连续两年为苏
州最低。太仓旅游资源丰富，悠
久的历史文化，美丽的乡野田间，
动人的江海沿岸，优质的农产水
果……将这些资源进行有效整合，
对吃住行游购娱无缝对接，让游
客能够在太仓享受一个丰富的、
快乐的假期。这需要旅游主管部
门开动脑筋，创新路径，针对自驾
而来的都市游客应为其量身定制
文旅产品，当好向导，做深服务。
如 璜 泾 镇 吴 家 湾 的 花 海 正 值 花
期，可以通过线上电子定位、线下
城市地图等方式，让游客感受到
贴心的服务。

要让游客留下好印象，赢得

“回头客”，助力旅游发展迈上更高
层次，太仓还需要在城市的软、硬
环境上下功夫。从交通、酒店、停
车场、景点厕所，甚至小到一块道
路指引牌，都要让游客留下不同的
印象。基础设施差、交通不便利、
厕所脏乱、停车困难，无疑会让游
客产生“不会来第二次”的念头。
旅游城市的硬环境，需要精细化管
理，也需要广大市民的共同守护，
为游客打造干净、优质的旅游空
间。当然，城市的软环境更不可或
缺。干净的道路，景区优质的服务，
斑马线前的礼让，无处不在的志愿
者，友好的路人……让游客有宾至
如归的感觉，“再来太仓”才会成为
可能。这需要城市管理者、旅游从
业者、广大市民共同努力，营造文
明、贴心的旅游氛围，让太仓成为

“好客之地”。

“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
能变坏”是当前生态环境工作
的硬要求。一季度，我市环境
质量进一步改善，总体形势
向好，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
到，生态环境就像安全生产
一样，都是“易碎品”，改善成
果也较为脆弱，稍有松懈问
题就可能反弹，稍有不慎成
效就可能滑坡。所以，我们
必须坚持源头治理和集中攻
坚并重、污染防治与生态修
复并举、能力提升与制度建设
并进，全力以赴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

首先，坚持目标导向，综
合施策久久为功。随着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持续深入，我们
要面对的情况越来越复杂、困
难也越来越多。对于一些长
期性的工作，要紧扣目标、统
筹谋划，持之以恒推进。比
如，污水处理厂建设和截污纳
管工作，一定要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地持续推进。对于臭
氧防控、汛前降污等近期工
作，要深化VOCs综合治理、支
流支浜清理等工作方案，迅速
推进落实，力争取得立竿见影
的效果。

其次，坚持问题导向，全
力以赴落实整改。环境问题
面广量大，要牢牢把握问题

整改这个最有力的抓手，通过
突出问题整改举一反三、以
点带面，打造示范项目，形成
示范效应，进一步打开工作
局面。特别是对于被曝光的
典型问题和各类督察、通报
问题，一定要对标对表，一
着 不 让 地 整 改 。 对 各 类 自
查、举报问题要进行清单化
管 理 、销 项 式 整 改，底数要
清、目标要明、举措要实。对
复 杂 困 难 的 问 题 要 制 定 计
划、完善方案，一点一点啃下
硬骨头。简单问题要第一时
间整改到位，不能久拖不决，
否则小问题拖成大麻烦。

最后，强化创新破题，积
极探索有效举措。要学会借
力，如利用“三优三保”、征迁
拆违等契机，从速处置一批环
境 突 出 问 题 和 环 境 安 全 隐
患。要进一步强化人防、物
防、技防，深化“大数据+网格
化+铁脚板”管理。要摸排涉
及环境问题的资产权属，对涉
及国有、集体资产的，充分依
托资产规范化管理，打造示范
整治项目。此外，尝试打造我
市的投诉举报平台，高效收集
图片、影像等直观信息，第一
时间掌握问题隐患，为打好蓝
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提供强大
助力。

保护鸟类，人人有责。“爱
鸟周”的设立，就是倡导大家
爱护鸟类，爱护大自然，爱护
我们的生活环境，营造生态保
护、共建美好家园的浓厚氛
围。

爱鸟，要做到不伤害它
们，要与鸟类和谐共处。鸟类
的食物以虫子为主，很多虫子
是破坏庄稼的害虫。因此，鸟
类扑食害虫可以大大减少害
虫对农作物的危害。鸟类是
人类的朋友，我们要保护好它
们，不要破坏鸟窝，不要用弹
弓等工具打鸟，尤其是要教育
小朋友，爱护鸟类，让鸟儿在
天空自由飞翔。鸟类众多也
是生态环境好的体现。每天
早晨起床，或者是在公园里晨
练，就能听到鸟儿欢快的叫
声，也彰显了一个城市的文明
程度。

爱鸟，要给鸟类提供一个

良好的生存环境。今年以来，
我市推进长江沿线造林绿化
工作，加强湿地公园建设管
理，持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着力做好鸟类等野生动物的
保护工作，取得良好成效。今
后，政府相关部门要积极对重
要湿地、湿地公园、林场等鸟
类活动密集地区进行巡查，消
除威胁候鸟迁徙安全的隐患；
要加强向市民传播野生动物
保护理念和知识，通过多种措
施强化鸟类等野生动物保护
的宣传和科普教育，对于破坏
鸟类生存环境的单位和个人
加大处罚力度，加大宣传，让
市民拒食野生动物。

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
物 ，要 从 我 们 每 一 个 人 做
起。要让每一周都是“爱鸟
周”。人人参与，共同努力，
用我们的爱心，保护生态，呵
护生命。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农村土
地广袤，发展需要大批朝气蓬勃、敢
于创新、勇于实践的人才。今年在
全市村（社区）“两委”换届已经圆满
完成之际，53名保有乡土情怀、愿意
扎根基层的“95后”，经过选举进入
村（社区）“两委”班子。一大批源头
活水注入乡土大地，为乡村振兴带
来不竭动力。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农村人才
缺乏的问题依然存在，懂农业、爱农
民的人才依然非常稀缺，更多年轻
人向往大城市，真正走进农村的人
才还是少数。甚至新生代的人才在
农村“水土不服”，导致一些有思想、
懂技术的人纷纷外流，最终导致基

层在建设和发展中捉襟见肘，面临
无人可用的尴尬。

要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就要
给予人才相应的发挥空间。大部
分人认为回到乡村没有前途，没有
用武之地，这就造成了更多的人才
希望留在城市寻求发展，而导致乡
村人才缺失。事实上，当前农业自
动化、农产品销售、乡村旅游发展、
农村生活改善都需要大量人才，特
别是生长在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
才。农村也诞生了许多新兴职业，
如直播带货、农产品经纪等。因
此，广大年轻人应该抓住乡村振兴
产生的大量就业机会，而农村也要
做到人尽其能，给予年轻人才空

间，让他们尽情释放才能，让乡村
人才在乡村振兴中找到归属感与
获得感，让他们留得下，让更多的
人才愿意来。

要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就要
持续改善农村发展空间。人才特
别是年轻人才不愿意来农村，是因
为他们对于农村的印象还停留在
基础设施差、生活不便利、网络不
健全等问题之上。近年来，通过美
丽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等一系
列工作开展，乡村的工作、生活环
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乡村基础设施
堪比城市。在此基础上，可持续加
大投入，进一步提高农村生活、居
住质量，吸引人才返乡回村，用乡

土情怀吸引人才“逆流”，让年轻人
才待得住留得下，为人才储备工作
提供保障。

要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就要提
高待遇畅通上升空间。选择到农村
干事业，想在基层历练的人才有着
自己的抱负。对于年轻人才的干事
热情，应该积极保护，用制度环境、
考核机制激发他们干事创业的激
情，为他们提供晋升通道，让他们看
得到发展的前景。要建立起科学的
激励导向机制，加强农村人才培训，
对突出贡献的人才和成长迅速的农
村人才给予奖励，以此实现农村人
才不断提升、更新的良性循环与可
持续发展。

厚植沃土 让乡村人才“破土”成长
□张瑜

将“廉文化”植入公交车，这一
巧妙组合，令人耳目一新。为推动
在全社会形成崇廉尚洁的良好风
尚，近年来，我市不断创新形式、丰
富载体，增强廉洁文化的吸引力、感
染力和影响力，推动廉洁文化融入
日常生活、根植人们心间。

文化是最好的“防腐剂”和“清
新剂”。廉洁文化一旦形成，能够春
风化雨、润物无声，在潜移默化中影
响人们的思想和言行。自古以来，

我国就有崇廉尚洁的优良传统。从
名垂史册的清官廉吏，到传颂千古
的颂廉诗词，再到写入寻常百姓家
的廉洁家训，无一不体现出先人对
于“廉”的推崇。这些烙印在民族基
因中的廉洁情结，足以见得廉洁文
化所蕴含的巨大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
委五次全会上强调，“要坚定不移推
进反腐败斗争，不断实现不敢腐、不
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战略目标。”
另外，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又提出要

“制定关于加强廉洁文化的指导意
见”。这充分证明了廉洁文化建设
在“三不”一体推进中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

党的十九大以来，尽管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历史
性成就，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政
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传统腐败
和新型腐败交织、腐败问题和不正
之风交织等仍然存在，其中不良社
会文化、风气的影响便是诱因之
一。为此，对于廉洁文化的传承、
发展、建设更具有时代紧迫性和现
实意义。

廉洁文化建设，顾名思义，就
是要将廉洁作为一种文化去涵养、
去追求、去建设，要充分发挥廉洁
文化教化、育人功能，大力挖掘本
地资源，用好用足各类文化形式和
载体，以群众喜闻乐见、党员干部

易于接受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引
导人们树立清正廉洁的理念。作
为党员干部，应该自觉从廉洁文化
中汲取修身自律的动力，在廉洁自
律上作出表率。在注重自我约束
的同时，还要将这种文化浸润到自
己的家庭之中，严格管好家属子
女、严格家风家教，做到廉洁修身、
廉洁齐家。

在廉洁社会的建设中，每一位
公民都不是旁观者。应自觉树立

“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价值观、人
生观，只有全社会将尚廉、崇廉、尊
廉、践廉变成一种自觉行为，使廉洁
成为一种价值追求、社会风尚，才能
真正让清风正气溢满人间。

以廉洁文化涵养清风正气
□刘志婷

日前，我市开通了“廉文化”公交专线。该专线公交车经过一番精心改造，变身为流动的
“廉文化”阵地，成为我市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将廉洁的清风吹向了娄城各个角落。

——本报4月26日报道

久久为功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王俊

一季度，围绕“首季争优”专项行动，全市上下
共同发力，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国省考断面水
质优Ⅲ比例好于去年同期。

——本报4月23日报道

爱鸟护鸟 从我做起
□杨拴明

生态好不好，鸟儿说了算。日前，市林
业站举办了题为《湿地生态与鸟类》的专题
讲座。根据《江苏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规
定，每年的4月20日~4月26日为江苏省的

“爱鸟周”，今年爱鸟周的主题为“爱鸟护鸟，
万物和谐”。 ——本报4月26日报道

以文明合力驱动旅游升级
□张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