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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遛狗“小文明”看养犬“大文明”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日前在南溪沿岸

的绿化带里投放了 20 个“宠物拾便纸

箱”，以方便居民遛狗时处理狗粪，也尽

可能避免散步群众遭遇恶心的“狗屎

运”。（详见本报15日第5版报道）

这些像极了邮箱的宠物拾便纸箱，

卡通外观确实可爱，是为了让忘带铲屎

工具的遛狗居民能及时处理狗粪而设置

的。因此，箱体上喷涂了“宠物拾便纸

请文明取用”的字样，即明确提示：此箱

的纸是专供处理宠物的屎使用的，所以

特别提请“文明取用”。

这里的“文明”指向，只是对遛狗行

为提出了其中一项“小文明”要求，目的

是为了“倡导文明养犬习惯，创造文明养

犬良好环境”的“大文明”。就像有了公

共厕所尤其是城乡“厕所革命”后，就极

少发生随地大小便的现象。同样，在社

区公园绿化带等公共场所安放了宠物拾

便纸箱设施，也能促使更多宠物主人，从

及时处理狗粪这点滴文明行为中，养成

一系列文明养犬习惯。比如，在草坪拾

了狗粪后，还需将它丢到公共厕所里冲

掉，而不是丢向收集果壳纸屑等废弃物

的公共垃圾箱，更不能往绿化带、灌木丛

或什么角落一丢了之。

养宠物的主人大多是怀有爱心的，

那更应该具备文明养犬的习惯与素养。

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总有一些宠物主

人，任由狗狗“撒欢”。试想，当散步居民

的鞋底沾满狗屎，当草坪上玩耍、爬滚的

小孩身上沾染狗屎，当居民家门口花坛

被狗拉得臭气熏天，会是怎样的一种“狗

屎运”感受？除了遛狗不牵狗绳和不处

理宠物粪便的行为外，还有一种常见现

象，就是牵狗人明知狗经常习惯性地对

着停在小区车位的车辆车轮撒尿，却不

及时拉绳制止，害得很多车轮上尿迹斑

斑，有的车主无奈只能给车轮绑上纸板

挡狗尿。

文明养犬，靠主人文明。文明的

主人，会尽可能训导狗狗养成好的习

惯。如此训导，至少狗狗能听主人的

使唤，最可怕是主人“任性”。与之形

成鲜明对照，像报道中讲到的市民张

女士，是良好“铲屎官”中的一员。现

实生活中也经常可以看到，他们遛狗

时总随带着一些废纸和塑料袋，当狗

大便后就会顺手清理干净。这种举手

之劳，既是宠物主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也是公序良俗中必须遵循的一种行为

规范。

我倒希望，这个“宠物拾便纸箱”最

好成为一种“摆设”，仅仅是让偶尔忘带

铲屎工具的遛狗居民“尴尬”取用一回，

而更多的是让此箱发挥促进居民养成文

明养犬习惯的作用。由此及彼，让“文明

取用”之意都延伸并落实到各种公用设

施上。因为，很多投放公共场所的公用

设施，都会不同程度遭到不文明行为的

破坏。所以“文明”二字太重要，人人都

应该做个文明人，向一切不文明行为说

“不”。

宠 物
拾 便 纸 箱

看 似 是 为 了 改 善
遛 狗 行 为 中 的 一
项“小 文 明”而 投
放。实际上，其目
的是为了“倡导文
明养犬习惯，创造
文 明 养 犬 良 好 环
境”的“大文明”。

“
“包清

工”不仅防
范了转包、分包等
风险，还降低了设
计等服务性成本，
更 推 进 了 清 廉 村
居 建 设 。 相 信 该
制 度 将 很 快 在 全
市铺开，成为我市
清 廉 村 居 建 设 中
的一大亮点。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

奢。在广大农村，小工程多如牛毛，能否

建设优质工程、清廉工程，群众的眼睛是

雪亮的。在清廉村居建设中，我市推行

小额工程“包清工”制度，自家的工程自

家管，不仅让老百姓得实惠，而且促进新

农村建设健康有序开展。（详见本报 19

日第1版报道）

农村工程项目一直是百姓关注的热

点，也是过去腐败的“重灾区”。特别是

在一些小工程中，有的工程队达成“默

契”抬高造价，有的村干部甘愿被“围猎”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集体资金在腐败

中流失。经过几年的改革，干部清廉、精

打细算的村庄如春园之草成长，而干部

腐败、漏洞百出的村庄越来越少。让节

省工程资金这个硬道理“硬”起来，离不

开推进清廉村居建设，促进各个环节公

开透明。

各个环节公开透明需要规范操作。

农村小工程容易出现围标、串标及层层

转包等问题，“包清工”制度通过简化招

投标流程，直接将工程发包给工匠，不仅

防范了转包、分包等风险，还降低了设

计、预算编制等服务性成本。在实际操

作中，各村关注的是多少造价可以“包清

工”？哪些人可以来承包？工程材料由

谁去采购？我市目前规定 5 至 20 万元的

小工程可以由工匠承包。一般来说，“包

清工”更省钱，但我们也应明白，工程队

老板采购材料有优势。“包清工”之后，采

购材料一定要货比三家，不能让工程变

成“跷跷板”，虽然人工工资降下去了，原

材料价格高上去，得不偿失。

各个环节公开透明需要全程监督。

安居苑小区在小工程投标之前，先进行

集体商议，在监督小组监督下，按照“包

清工”方式选择三个信誉好、技术精的工

匠，在最优报价后面加上“有更便宜的

吗？”并进行5天公示。如果有更便宜的，

则进入竞价程序。几年下来，每户每年

交纳的800元物业费，不仅没用完还省下

了一大笔钱，用来建成 64 个监控、2 个车

辆进出智能管理系统。“包清工”由村务

监督委员会成员全程监督，并通过公示

栏、扫二维码等方式最大范围公开信息，

切实发挥“前哨”和“探头”作用，实现零

距离、全天候、常态化监督，以“小支点”

撬动“大监督”，让监督从“有”到“优”，掀

开乡村治理新境界。

各个环节公开透明需要提升素养。

村两委班子成员是关键少数，他们决定

了该村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目前村社

组织换届全面铺开，这是一件政治生活

大事。一方面要把清廉的干部选出来，

另一方面要让有私心的干部纯洁起来。

当前，一些村干部对清廉有了新的想法，

明目张胆贪污受贿不干，但悄悄优先安

排村庄屋基。当干部图个啥？为村民办

实事、做好事。当干部大公无私凤毛麟

角,先公后私者占多数，不要做自私自

利、先私后公就行。这个思想观念清醒

了、坚定了，就有了清廉村居的政治基

础，工程建设自然而然事半功倍。

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关键的是

能不能抵制住诱惑。“包清工”从制度层

面减少诱惑，相信该工作方法能很快在

全市铺开，并成为我市清廉村居建设中

的一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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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一
件 好 事 或

者 说 做 一 阵 好 事
并 不 难 ，难 的 是
一 如 既 往 ，一 以
贯之，“步阳千万
公 益 基 金 ”爱 心
助 学 这 一 活 动 持
续 了 15 年 ，是 难
能可贵的。

“

爱心助学“步阳”向阳
每年高考过后，总有一些考生因

为经济困难而差点上不起大学。如何

让经过一番努力拼搏的寒门学子不再

徘徊于高校门前？本报和步阳集团共

同发起的纯公益助学活动，已持续开

展 15 年了，累计帮助 600 多名贫困学

子顺利走进了大学校门。眼下，这一

活动又如期开始了。（详见本报 19 日

第 2 版报道）

这一活动持续 15 年，时间跨度之

长，可贵之极。得到帮助的寒门学子有

600 多人，更是功德无量。这些寒门学

子，有的是孤儿，有的是因为亲人身患

疾病⋯⋯他们是不幸的，但他们同时又

是坚强的，贫穷不坠青云之志，希望通

过读书来改变命运。媒体和企业联手

助学，是责任使然，也是美德传承。做

一件好事或者说做一阵好事并不难，难

的是一如既往，一以贯之，“步阳千万公

益基金”爱心助学这一活动是难能可贵

的，贵在坚持。

15 年，对一家企业来说，每年坚持

拿出千万元来做这件事，是非常了不

起的。企业的发展，其形势避免不了

高低起伏，有的企业，在经营形势好的

时候，很高调，对社会公益活动表现得

很积极，一旦有点困难，立即退避三

舍，甚至把做了一半的事情停顿下来，

把好事变成了坏事者。15 年来，步阳

集团在资金使用上难保没有紧张的时

候，但可以肯定，他们是认真在公益

的，有困难自己扛，“再穷不能穷教育，

再苦不能苦孩子”，这应是“步阳”的自

觉担当。

“ 步 阳 ”的 担 当 ，是 因 为 有 眼 光 。

教育是国之根本，教育方可强国。教

育落到实处，就是人才的培养。一个

国家的发展要有人才支撑，一个地区，

有个行业，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家庭，

发展和希望都有赖于人才。大力发展

教育，是国家战略，既是国家层面上的

大事，也是社会各方，包括我们每个人

都应付诸努力的大事。对一个企业来

说，发展要讲效益，但这个效益不仅是

经济指标，看赚了多少钱，还要看社会

效益，即履行了多少社会责任，而且社

会效益必须放在首位。一味以赚钱为

目的，其社会责任就会弱化，社会责任

弱化的后果，就会带来道德滑坡，甚至

利益面前，不惜铤而走险，触碰法律底

线，最终被社会淘汰，这样的企业在我

们身边并不少见。“步阳”热心助学，是

为国家人才培养作贡献，胸怀更大，目

光更远。“步阳”的善举，呈现了企业向

阳 的 一 面 。 作 为 一 家 老 牌 的 知 名 企

业，有什么健康发展秘诀呢？我想，最

重要的一条是对人才的重视，人才是

企业发展的决定因素，重要保障。如

果不重视人才，是不可能持续 15 年做

公益助学的。这一善举，实际也揭开

了“步阳”的成功秘诀。

“步阳”善举，是播撒爱的种子，一

方面让受助学生和家庭心生温暖，感受

社会美好，另一方面，也是爱的传递，未

来他们也会用正能量回馈这个美好的

时代。

“包清工”推进清廉村居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