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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观微议

易晖多些这样的植树活动

刘予涵可以尝试建乡村游泳场

日前的一个周末，我在昆明
玉案山参加了由黑林铺街道办事
处党工委及民革、民盟昆明市五
华区基层委联合组织的植树造林
活动。时逢雨季来临，植树的当晚
就下了一场大雨，滋润着种下的
大片树苗。

其实，植树造林活动不一定都
挤在每年3月12日的植树节期间
举行。对于昆明来说，上半年常干
旱少雨，今年的雨季更来得迟，根
据气象规律适时开展相关活动，能
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但植树造林不宜单干，哪些地
段需要植树，植什么品种的树，如
何高效运作并保证成活率等，都需
要做好精准统筹和策划工作。在此
次活动中，植树地点选择在一面裸
露的山坡，但交通较为方便，汽车
可开到离植树点较近的位置。组织

方提供了锄头、水桶等工具，并且
出动森林消防车运水上山，把帆布
消防水管拉到大片树坑前，再用塑
料桶接水浇树。加上有后期降雨帮
忙，树苗自然容易茁壮成长。对于
广大参与者来说，在户外如此劳动
一番，不仅给山川披绿，也给自己

“充氧”，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转化为快乐健康体验，
显然比一味请人代劳更有意义。有
的同志还把已放暑假的小孩带来
亲近泥土，并希望今后可以常常举
办这样的植树活动。

人多力量大。植树造林并非只
是林业及园林绿化部门的责任，各
单位和团体都应动员人力资源积
极参与，为自己的家园增添新绿。
只要精心组织、释放需求，植树造
林就会成为更多人富有成就感、时
尚感的自觉行动。

夏日炎热，游泳是许多孩子防
暑降温的好方式。然而，由于农村
地区缺乏正规的游泳场所，孩子们
只能到池塘、河道和水库里“野
游”。但这些水域情况复杂，没有安
全防护措施，成了农村孩子溺亡事
故的高发区。

玩水是孩童的天性，农村的基
础设施欠账太多，没有公共游泳场
所可供孩子玩乐，如果让孩子到城
里游泳馆游泳，不仅耗时费力而且
消费较高，于是清凉而免费的“野
泳”自然就成了孩子们的首选。在
笔者看来，要防止“野泳”悲剧发
生，在农村建设公益性游泳场所不
失为一个好办法。

与寸土寸金的城市相比，农村
闲置地较多，水资源丰富，因地制宜
建设游泳场有着天然优势。在农村
建设规范管理的游泳场，可以把原
来喜欢到危险区域“野泳”的孩子们
吸引到此，既能有效避免意外事故
发生，也能丰富孩子们的课外生活，
增强他们的体质，无疑是件大好事。

各地不妨将乡村游泳场建设
列入乡村振兴项目，统一规划，在
资金上给予保障，同时发挥村民自
我管理优势，在开放期间安排人员
义务值守。这样，既满足了游泳的
需求，又保障了人身安全，给农村
孩子们尤其是留守儿童增添一份
戏水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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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位也可有为 饶国生

强化防治狙击外来虫害

教育惩戒权如何推行 何勇

“能吃难防”危害极大

自今年1月草地贪夜蛾迁飞入侵我省以来，虫害
扩展较快，16个州(市)125个县（市、区）不同程度发
生。由于草地贪夜蛾为杂食性害虫，迁飞、危害能力强，
随着我省大春作物种植，发生危害成灾隐患逐步加剧，
防控形势较为严峻。

多位生物防治专家提出，应突出应急研究特色，以
提供生防产品和实用技术为导向，重点做好搜集筛选
天敌昆虫及生防微生物资源，快速扩繁天敌昆虫、规模
生产微生物农药，研究害虫发生地天敌昆虫和生防微
生物保护利用技术等5项工作，促进草地贪夜蛾的绿
色防控、持续防控、有效防控。

背景

话题

专家分析，我国大部地区适宜
草地贪夜蛾的栖息和繁殖，草地贪
夜蛾将成为我国又一个“北迁南
回、周年循环”发生的迁飞性重大
虫害，发生危害将成为常态。

对于草地贪夜蛾的监测和防
控，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专
门作了批示。国务院常务会议针对
草地贪夜蛾的防控和研究工作做
出部署和安排。农业农村部专门组
成专家组并安排部署专项研究和
防控工作，确定应急防控研究方
案。各相关省（区、市）农业部门迅
速行动，全力以赴进行防控。

张礼生介绍，农业农村部“草地
贪夜蛾生物防治技术组”积极响应，
立即启动并推进承担任务。技术组
提出各单位要迅速行动，突出应急
研究特色，以提供生防产品和实用
技术为导向，加快推进相关研究，深
入害虫发生区指导防治，为越冬周
年繁殖区等区域草地贪夜蛾持续治
理提供技术支撑。未来要做好 5项
重点研究工作，一要搜集筛选天敌
昆虫及生防微生物资源，拓展防治
产品；二要快速扩繁天敌昆虫、规模
生产微生物农药，提供防控产品和
技术；三要研究害虫发生地天敌昆

虫和生防微生物保护利用技术，提
高持续治理效果；四要组装天敌昆
虫、生物农药等生防措施与其他实
用技术，满足生产需求；五要根据害
虫发生危害的区域特点，配合其他
技术小组完善分区治理技术方案。

“草地贪夜蛾生物防治技术组”
成员、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
资源研究所陈福寿副研究员介绍，
针对草地贪夜蛾的入侵危害，云南
省农科院环资所迅速行动，积极开
展了全省发生情况调查及防控技术
等研究工作，配合中国农科院植保
所开展了捕食性天敌蠋蝽和益蝽对

草地贪夜蛾的捕食控制作用研究。
同时，在云南14个州（市）的30多个
县（市、区）开展草地贪夜蛾天敌资
源的调查和研究工作。

云南作为草地贪夜蛾迁飞地
及越冬繁殖地，在省政府的统一部
署安排下，全省各级农业和植保植
检部门、农业科研部门加强监测预
警，引导农户采用生物农药、杀虫
灯诱杀、性诱剂监测与诱杀技术等
手段加强防控。各级各部门正全力
以赴，为实现“虫口夺粮”保丰收贡
献生物防治的智慧和力量。

本报记者陈云芬

“我省夏秋玉米已陆续播种
出苗，为草地贪夜蛾提供了充沛
食源，加之防控漏网害虫的不断
繁殖，以及境外虫源的不断迁入
和我省以西南季风为主的气候条
件，草地贪夜蛾扩散危害风险较
大。”云南省植保植检站站长李永
川介绍，截至 6 月 13 日，我省 16
个州（市）125 个县（市、区）已发
现草地贪夜蛾危害，加强监测预
警防控刻不容缓。

草地贪夜蛾如何防？怎样治？

张礼生表示，对于外来有害生物，
需要采取化学防治、生物防治、农
业防治、理化诱控等多项措施进
行综合防控。其中，利用天敌昆虫
开展“以虫治虫”是害虫生物防治
的核心手段，也是我国推进农药
减量控害的关键措施，具有安全、
有效、可持续、无残留等优点。

针对草地贪夜蛾正在我国自
南向北蔓延的危急情况，中国农
科院植保所在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农业环境资源研究所紧急启动利

用蠋蝽、益蝽等天敌昆虫对草地
贪夜蛾防控的室内和田间试验，
并在云南多地调查采集我国草地
贪夜蛾天敌昆虫种类并评估防
治潜能，为“以虫治虫”开展草
地贪夜蛾生物防治提供技术支
撑。张礼生介绍，田间试验和室
内试验表明，蠋蝽和益蝽对草地
贪夜蛾具有显著防治作用。室内
测定表明，蠋蝽和益蝽均可主动
搜寻捕食草地贪夜蛾，每头蠋蝽
成虫 1天内可捕食约 25~30头草

地贪夜蛾 2龄幼虫或 2~3头草地
贪夜蛾 6 龄幼虫，每头益蝽成虫
1 天内可捕食 28~41 头草地贪夜
蛾 2龄幼虫或 3~5头草地贪夜蛾
6龄幼虫。

与此同时，研究人员还开展
了卵寄生蜂、幼虫寄生蜂以及瓢
虫、草蛉、捕食蝽等天敌搜集鉴定
及生防潜能测试，围绕白僵菌、绿
僵菌等生物农药正开展防效试
验，以科技推动草地贪夜蛾实现
绿色防控、持续防控、有效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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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源头减少留守儿童
《人民日报》：近日，民政部联

合教育部等 10 部门制定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
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
据统计，96%的农村留守儿童由祖
父母或外祖父母照顾。这种“亲情
断层”，直接影响孩子的家庭认知。
家庭是对儿童进行教育的一个基
本单位，落实好家庭监护责任，才
能实现留守儿童问题的“源头治
理”。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战略引领
下，党和政府大力推动务工人员返
乡创业就业、落实随迁子女就地入
学等工作，为从源头减少留守现象
提供了有力支持。截至去年 8 月
底，我国留守儿童数量相比 2016
年下降 22.7%，部分地区降幅达
40%以上，相关制度效应初步显
现。与此同时，技术进步也为留守
儿童生活状况带来可喜变化。移动
互联网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时空分
离，视频通话让亲情沟通更便捷高
效；短视频、微公益平台记录和展
现留守儿童生活日常，也为社会提
供更广阔的关注视角和帮扶渠道；
大数据技术应用于建立健全留守
儿童信息台账，为分析和应对留守
现象提供了科学依据，等等。

霹雳舞将“入奥”的启示
《光明日报》：霹雳舞距离“入

奥”仅一步之遥。据报道，日前，国
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召开的第
134 次全会上表示，原则性同意
2024 年巴黎奥运会增设霹雳舞
（Breaking）、滑板、攀岩及冲浪四
个大项。按照以往惯例，只要不出
意外情况，这些项目已经基本锁
定奥运会资格。而对于霹雳舞来
说，这次“入奥”具有双重功能，既
被赋予更持久的生命力，也有获
得正名之效。如今，人们对霹雳舞
并不陌生，也没有多少偏见，但在
以前并非如此。当年，穿蝙蝠衫、
喇叭裤，戴蛤蟆镜，跳霹雳舞，唱
港台歌曲，尽管很时尚，但不被一
些人所接受，甚至被贴上“二流
子”等标签。霹雳舞即将“入奥”，
让人感慨万千。在感叹社会不断
进步、人的观念不断刷新之外，也
不由得思考一个现实话题，即“万
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陋见是
不是也该改变了？“每一个不曾起
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热爱生活，勇敢逐梦，每一种人生
都可以舞动起来，这正是霹雳舞

“入奥”带给我们的启示。
本报记者易晖整理

近日，笔者在下乡途中，听到
乡镇工作人员聊天，听有的人说：

“我们只是普通职工，没有什么位
子，领导安排有事就做做，什么也
不用想不用操心，反正小职工也干
不成什么大事，想也白想……”言
外之意，要有位子才需好好地干，
才会有作为，没有位子就不能有作
为。笔者对此不能苟同。

无论是党员干部还是非党员
干部，如果工作热情只会随着位阶
高低而变，认为只有身居高位才能
施展才华抱负，那这种想法未免太
过狭隘了。“有为”的真正目的是在
为社会、为大众创造价值，并在其
中发现并实现个人价值。位阶只不
过是追求价值过程中的附属品，即
使没有位也可有所作为。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
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才华的
施展确实需要平台，但更多的时
候，我们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依然
能够有所作为。有为不一定就意味

着要完成多么大的事业，努力用心
胜任自己的工作，对党和人民的事
业贡献出力所能及的力量，这也是
一种作为。新中国建立初期，掏粪
工人时传祥在平凡的岗位上认认
真真、勤勤恳恳做事，先后受到了
刘少奇、周总理和毛主席的接见，
刘少奇同志曾对时传祥说:“你掏
大粪是为人民服务，我当国家主席
也是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为人民
服务，只不过革命分工有所不同。”

如今常说“功成不必在我，功
成必定有我”，很多人不一定有机
会做到功成有位，但都能够在“革
命分工有所不同”的任何岗位上有
所作为，为“功成”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平凡的我们只要能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发扬“钉钉子”的精
神，实干苦干、稳扎稳打，沿着自身
岗位目标持续发力，履职为民真
做，严于律己真廉，即便没有位子，
也可有一番作为。

7 月 9 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就《关于深
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
育质量的意见》有关情况进行解
读。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
介绍，下一步按照《意见》提出的要
求，着眼于教师教育惩戒权的问
题，研究制定具体实施细则，抓紧
修订《教师法》的有关规定，保障教
师有效地行使惩戒权。

从教育科学角度说，只有说服
教育、赏识教育而没有惩戒教育是
有缺陷的教育，并不利于青少年学
生的健康成长。但在目前，由于法
律没有明确教师惩戒权，使得教师
惩戒学生行为往往被定性为体罚

学生，老师要为适度、合理惩戒学
生付出沉重代价，轻则丢掉好不容
易考来的岗位，重则要被追究法律
责任。这直接造成当下不少老师为
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对学生只剩下
和颜悦色的说服教育、赏识教育，
老师对学生不敢管、不愿管现象比
较严重，甚至选择“放羊教育”，任
由极个别学生在课堂上调皮捣蛋，
影响其他学生听讲上课。

换言之，让老师对学生实施完
整的教育，敢于、善于管教学生，立
法赋予教师惩戒权显然很有必要，
这也是近年来教育界的呼吁。因为
这实质上是将教师本该享有的惩
戒权归还给教师，而不是推动教师

体罚学生实现合法化。
但是，立法赋予教师惩戒权，

要让教师真正敢于拿起“戒尺”惩
戒学生，而不致教师惩戒权形同虚
设，关键是要清晰、明确划清教师
行使惩戒权与体罚学生之间的界
限，切实规范教师行使惩戒权行
为，避免教师合法、适度、合理惩戒
学生却被贴上体罚学生标签，而遭
受不公正的处分。在这点上，可以
参考新加坡等国的相关立法经验，
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实施的范围、
程度、形式，让教师惩戒学生有法
可依、有标准可执行。

再者，法律不仅要赋予教师惩
戒权，而且要为教师依法行使惩戒

权行为免责。否则，教师依法行使
惩戒权与非法体罚学生行为在后
果上就没有明显区别。我们必须清
醒地认识到，有极少数学生心理素
质相对较弱，可能接受不了教师的
惩戒，反而因此仇恨老师。即便教师
的惩戒在适度范围之内，惩戒力度
也不重，但仍然不能排除个别被惩
戒学生难以接受而采取一些过激
行为，这样的案例此前已有发生。从
这个角度说，教师依法行使惩戒权，
采取适度、合理的方式或手段惩戒
学生，没有发生体罚行为，也没有出
现侮辱学生的行为，那么即使发生
某种事件，也不能过度迁就家长，而
把全部责任归咎于老师。

“我有宅基地了！10年了，做梦
都想，今天我终于有宅基地了！我
可以有安稳的家了！”据《遵义日
报》报道，日前，贵州务川人王安武
在湄潭“买”到宅基地，高兴得手舞
足蹈，他成为贵州省第一位在非户
籍所在地获得宅基地的农民。

自探索产业扶贫以来，遵义
红、湄潭翠芽、海龙米等大批贵州
特色产品涌现出来，为困难群众带
去了实惠，但随着农村与农村、农
村与城市间的人口流动数量大、速
率快，很多外来人口在当地发展产
业时往往面临着缺少宅基地等现
实难题。相反，对于本地人来讲，一
面是外地人没有宅基地，一面是大
量宅基地闲置，矛盾冲突之下，外来

人员发展创业成本增加，地方产业
发展资源优势吸引力迅速下降，本
地特色产业缺乏外来人才的支持和
推进，实现高质量发展受阻，困难群
众增收致富目标更是难以实现。所
以，如何打破户籍限制，让外地人也
能加入本地产业发展成了多地不得
不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地方党委、政府聚焦历史遗留
问题，依托政策优势，全力突破宅
基地使用限制。自 2017 年 12 月成
为全国宅基地改革试点以来，贵州
省湄潭县先行先试探索农村宅基
地管理新路径，增强村集体对宅基
地的管控能力和治理水平，成功破
解了宅基地超标准占用、一户多
宅、非集体成员占用等历史遗留问

题。同时，该县全力探索宅基地所
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
通过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
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
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
使用权等方式，逐步形成了完善宅
基地权益保障和取得方式、有偿使
用、有偿退出、完善管理等制度，宅
基地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实效。

打破户籍限制，吸纳外地人的
力量发展产业，实现了本地村民、
外地创业人员和经济发展三者互
惠共赢。本地村民可通过以土地入
股的方式加入合作社，依托合作社
平台与外来人才签订《宅基地有偿
使用协议》，定标定量获得补偿；依
托宅基地改革试点工作，打破户籍

对土地使用的限制，外来创业人员
可根据市场需求、创业进度、规模
大小等因素，自主选择有偿使用宅
基地，为干事创业提供了便利；本
地村民可增收，外来人口能创业，
两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产业发
展呈现蓬勃之姿，地方经济发展动
力强劲。以湄潭县龙凤村为例，依
托宅基地改革，每年吸引约3000名
外来务工者采茶，全村茶农因此支
付的工资超过350万元，有力带动
了全村经济发展。

打破户籍限制，能够提升宅基
地使用效率和活力，迅速吸引大批
外来优秀人才，实现地方经济高质
高效发展。由此来看，不妨让改革
试点工作早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宅基地“三权分置”助发展 谢玲淋

6月 11日至 12日，农业农村
部“草地贪夜蛾生物防治技术组”
到云南部署推进草地贪夜蛾生物
防治研究工作，调查采集天敌与
生防微生物资源，细化室内防控
效果评估试验，选择确定集中展
示生防效果的试验田块。

小小的草地贪夜蛾，为何能
让全国这么多生物防治专家高度
重视、全力以赴？中国农业科学院
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技术组
组长张礼生解释，草地贪夜蛾是
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预警的重大

迁飞性害虫，起源于美洲热带和亚
热带地区，2016年侵入非洲，2018
年扩散到南亚东南亚国家。在我
国，自今年 1月首次在云南省江城
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发现其入侵危
害，截至7月9日，草地贪夜蛾危害
已在我国 21个省（区、市）的 1152
县（市、区）发生，对全国农业生产
造成严重危害和损失，严重威胁到
农业安全和粮食生产。

据了解，草地贪夜蛾主要危
害玉米、甘蔗、高粱等作物，通过
取食叶片，钻蛀心叶、茎秆、雄穗、

花丝等方式危害作物，作物受害
后一般减产 30%以上，严重时绝
收。“草地贪夜蛾特能吃、特能生、
特能飞，其寄主超过 300种，几乎
所有的植物都是它的‘盘中餐’，
特别是禾本科植物玉米是它的最
爱；一只雌蛾每次产卵 100~200
粒，一生可产卵 1000~2000粒，繁
殖极快；飞行能力超强，可随同大
气环流每天飞行 100~500 公里，
国外有文献说在 30 小时内飞行
跨度长达 1600 公里。”张礼生介
绍说，正因为这些特点，再加上目

前天敌还没有对草地贪夜蛾形成
有效的控制，其危害面更广、危害
速度更快。

专家们预测，由于国内外
虫源量较大、各区域虫源迁入
期与玉米苗期高度吻合、南北
方春夏季气候条件适合等因素，
预计下半年草地贪夜蛾除在南
方地区继续繁殖危害外，6、7 月
份有极大可能迁飞到黄淮、华
北、东北和西北玉米主产区，对
这些地区的玉米生产造成潜在
的危害。

“以虫治虫”绿色防控

“虫口夺粮”力保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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