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蚯蚓登上“中央一号文件”的警示
日前，“打击电捕蚯蚓”被

写入中央一号文件。近年来，

由于蚯蚓(又称“地龙”)巨大的

药用价值和蚯蚓干价格飙升，

在经济利益驱使下，电捕野生

蚯 蚓 已 经 形 成 完 整 的 产 业

链。目前，有卖家在网上出售

由农户机器电捕的“纯野生地

龙 干 ”，还 有 人 售 卖 电 捕 机

器。（2月19日《南方都市报》）

小蚯蚓登上中央一号文

件，彰显出中央排查整治非法

捕杀野生蚯蚓行为，促进土壤质量和生态环

境保护的坚强决心。近年来，电击野生蚯蚓

现象引发关注。在某些市县、村镇，野生蚯蚓

经过多年捕捉，已变得稀少。专家担心，照此

发展，某些种类的野生蚯蚓未来几年可能面

临灭绝，对生态造成不可逆的破坏。

蚯蚓被生态学家称为“生态系统工程

师”，对生态平衡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

面，它们挖穴松土、分泌粘液等，可使空气和

水分抵达土壤深层，为植物、土壤中的微生物

生长创造良好条件；另一方面，蚯蚓通过取

食、消化、排粪等，对土壤中物质循环和养分

能量传递功不可没，蚯蚓粪更是理想的天然

生物肥。蚯蚓还能对土壤中的污染物起到降

解、疏散作用。

对野生蚯蚓“灭绝式”捕杀，势必对生态

环境造成不可逆的危害，进而威胁我国粮食

安全。由此导致的生态环境损失、社会经济

损失难以估量。因此，各地对于

电捕野生蚯蚓的行为，必须“雷

霆出击”，依法予以重拳打击。

我们要面向公众广泛宣传，

蚯蚓虽然全身都是宝，具有巨大

的生态、经济、药用价值，但若要

排序，其生态价值应排在经济价

值、药用价值之首。要引导社会

公众普遍认识到，保护蚯蚓更是

在保护生态环境，守护它们，就

是在守护我们的青山绿水。在

大力科普的基础上，要赋予各地

相关部门保护好野生蚯蚓的责任，以避免这

一公共资源处于没人管状态。

保护野生蚯蚓还应当弥补法律缺位。目

前法律法规对野生蚯蚓的保护还处于滞后状

态，在遇到电击野生蚯蚓等行为时，除了个别

地方有专门的约束法条，更多地方难以找到合

适的法律依据对当事人进行惩罚。因此，应通

过加快立法、动态调整野生动物名录、加大公

益诉讼力度等措施，保护野生蚯蚓。 何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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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修小补”便民服务不能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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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乳（“37 度的母

爱”）科学喂养渐成共识

的当下，越来越多职场妈

妈选择加入“背奶一族”，

却 在 单 位 陷 入“ 东 躲 西

藏 ”的 尴 尬 处 境 。 近 年

来，在“三孩”政策引导下，尽管不少公共场

所和用人单位逐步建起针对哺乳期女职工

“背奶”需求的母婴室，但数量仍无法满足队

伍日渐庞大的“背奶妈妈”的需求。（2月20

日《工人日报》）

“背奶”是指职场妈妈在产假结束返岗

后，把专业的吸奶、储奶器具带到单位，利用

工作间隙完成吸奶、冷藏、保存等一系列流

程，下班后背回家给宝宝当第二天的“口

粮”。母乳喂养既能促进婴儿体格和大脑发

育增加抗病能力，又可降低母亲产后出血、乳

腺癌、卵巢癌等发病概率，益处多多。

亦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大力倡议母乳喂

养，婴儿出生后均应纯母乳喂养 4～6 个月。

曾有调查显示，33.57%产假后返岗的职场女

性选择成为“背奶妈妈”。如此，机关、企业、

用人单位等场所的母婴室建设，就显得尤为

重要和不可或缺。

事实上，为促进母婴室等建设，方便“背

奶妈妈”，国家和地方一直在行动。比如在国

家层面，2012年颁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

规定》第十条就明确，女职工比较多的用人单

位应当根据女职工的需要，建立女职工卫生

室、孕妇休息室、哺乳室等设施，妥善解决女

职工在生理卫生、哺乳方面的困难。

但是也要看到，虽然母婴室等建设成效

显著，但与实际需求相比，仍存在明显的总

量、分布不均等不足。要想解决母婴室建设、

更好安放“37度的母爱”，就需要有多维度破

解问题的思维。首先，强化宣传，让全社会尤

其是用工企业等明白母婴室建设也是一种软

实力体现，自愿参与到“37度的母爱”呵护的

行列中来；其次，从顶层等完善母婴室建设制

度，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和工作任务，不给地

方不落实或弱落实的随意空间；再次，加紧配

套制度供给，出台建设母婴室和妇女友好型

机关、企业等用工成本分摊机制，激励更多企

业等自觉积极参与到母婴室建设中来。

余明辉

“37度的母爱”需要多维度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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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德清县乾元镇打造便民生活圈

建设，经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乾元中队甄选点

位，先后在古城直街、谈家弄及医西路等街

头开设便民服务点，由民间匠人为居民修

鞋、配钥匙、补衣裤及修自行车等，惠及百姓

生活。(2月20日《浙江工人日报》)

随着各地老旧小区改造以及配合文明

城市创建活动等因素，不少城市原先遍布

大街小巷的“小修小补”便民服务摊点已逐

渐消失。但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确实离

不开“小修小补”，没有了这类摊点，市民想

修点或补点啥，就成了一件麻烦事。比如

衣服拉链坏了、皮带需要打孔、孩子的篮球

没气了、鞋跟垫片掉了……虽都不是什么

大事，但自己又弄不好，这时候社区附近的

“小修小补”摊可就派上了大用场，花钱不

多、办事利索。

如何对待便民摊点的存废，各地各单

位应该广泛听取民意再决策。整洁的街道

能提升城市形象，但便民摊点作为城市“润

滑剂”，也不应忽视。从某种意义上说，高

楼大厦是一座城市的“高大上”，小修小补

则是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值得欣慰的是，除了德清县乾元镇打

造便民生活圈建设外，不少城市已经关注

到了这一问题，并正在积极规划，完善“小

修小补”微行业的生态模式。比如在上海，

中国社区商业工作委员会于日前发布“社

区工坊”标准化模块，鼓励探索将各类不同

业态的便民服务点进行“打包”，整体嵌入

社区，使之成为服务民生、便利消费、扩大

就业的重要平台和载体。

2 月 16 日，在商务部召开的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表示，

近年来，商务部积极推进便民生活圈建

设。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一圈一

策，推动补齐便民服务设施短板，完善生活

基本保障类业态和品质提升类业态，例如，

让修鞋、配钥匙等“小修小补”规范有序回

归百姓生活，使居民生活消费更便利。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希望我们每

个城市都能给“小修小补”留下一定的生存空

间，真正为广大市民日常修补提供方便。

徐曙光

在赚钱上内卷，在烂事上躺平

烂事年年有，但赚钱这件事时不我待。人

生在世，与其和烂人破事纠缠，不如努力赚钱，

让那些人够不着你。成年人最清醒的活法，是

在赚钱上内卷，在烂事上躺平。这世上所有的

光鲜，都是用苦难换来的。先有日夜兼程的拼

命，然后才有从容体面的自己。对烂事躺平，

不是摆烂，而是我们精力有限，必须留给真正

值得上心的事。 @人民日报

学会做自己的摆渡人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跋涉。一路上，高

峰和低谷交错，有顺境，也会有逆境。无论处

于何时何地，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经历所有。那

些生活中的困顿，都要靠你自己去化解。一个

人真正的成熟，就是学会做自己的摆渡人。孤

独时，蓄能；难过时，自愈；低谷时，修炼。挫折

熬过去，就是你的成人礼。愿我们带着盛放的

灿烂，奔向远方。愿我们成为自己的摆渡人，

将自己渡到幸福的彼岸。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