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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树不见树、造林难成林”
呼唤“科学造林”

非常道

发展民营经济
要靠政策 更要靠法治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直言，

发展民营经济要靠政策，更要靠法治。刘世

锦认为，可从三方面入手。首先，要对支持民

营企业发展的大政方针有信心。其次，发展

民营经济要靠政策，更要靠法治。 此外，要

切实解决“形式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潜

规则问题。 @新京报

教育部长陈宝生：
“宝宝”不高兴 后果很严重

3月12日，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不减

负，学生不高兴，学生不高兴，就是宝宝不高

兴，宝宝不高兴，后果很严重。”对于过重课业

负担问题，陈宝生说，前不久出台了史上最严

减负令，就是减负30条。但是，课业负担过重，

是多因一果的现象，涉及政府、学校、家长，要

综合治理。 @新京报

3 月 12 日，在全

国两会的“部长通道”

上，国家林草局局长

张建龙接受了记者采

访。就记者提到的

“植树不见树、造林难

成林”的提问，张建龙

说，“这个问题确切地说，在个别地方

是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简

单地说，就是在不该种树的地方种了

树，应该种灌木的地方种了乔木，没有

科学造林。”（3月12日《澎湃新闻》）

又到一年植树节，各地又掀起了

一股植树造林的热潮。笔者发现，有

的为了造声势，竟满山插遍彩旗，还请

来记者和电视台，不但要上报纸，而且

还要上电视。有的甚至不惜花费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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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下的树不出一两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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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许

多老百姓在背地里戏称：“春天种，秋

天黄，冬天进灶堂，来年再种忙。”

众所周知，植树造林既要讲求“数

量”，又要讲求“质量”，更要讲求“科学

造林”。俗话说：“宁种百棵活，不种千

棵死。”一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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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种一

棵树，要选择其适应的土壤、气候、生

长环境等因素，切忌“应该种灌木的地

方种了乔木”。因此，要避免“植树不

见树、造林难成林”的尴尬局面，“科学

造林”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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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造林”上。既要

加强植树之后的“养护”，更要选择

“适合”的地点种植“适合”的树种。

只有既注重“养护”，又注重“适合”，

才能真正有效地避免“植树不见树、

造林难成林”的尴尬局面。

但愿各地在每年的植树节到来之

际，不妨先认真谋划一下如何“科学

植树”“科学造林”，从而避免因盲目

“植树造林”而导致“植树不见树、造

林难成林”的现象。

□ 廖卫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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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高情商，
是相处不累，久处不厌

有的人，能捕捉到别人的感受，能在尴尬

时及时救场，每个相处过的人都能说出他的优

点；而有的人，一味讨好迎合，开玩笑没有分

寸，容易伤害他人的自尊。其实，所谓的高情

商，不是掌握多少社交技巧，而是始终把别人

装在心里。 @人民日报

www.ahcaijing.com

官方微信scxb123

市场星报
微信二维码

忏悔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