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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浩声

据 1 月 11 日 《人民日报》 报
道，曾有“百湖之市”美誉的武
汉，在一轮又一轮的城市开发中，
城区湖泊从127个锐减到38个，平
均每两年消失 3 个湖泊。对这种

“人进湖退”的现象，我们痛心之
余，理应反思。

湖泊是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
与“山、水、林、田”等构筑起人
类命运的共同体。正如西湖之于杭
州，玄武湖之于南京，随着发展理
念的转变和提升，湖泊对城市的重
要性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但
现实中，湖泊频频让位于城市开发
建设的，并非武汉一地。有数据显
示，近 50 年来，长江中下游地区
消失的湖泊有 1000 多个，有些地
区的湖泊总面积萎缩一半以上。其
中，除气象、泥沙淤积等自然因素
外，城市扩张、人为影响恐怕是

“元凶”。
去年，笔者曾到过中国五大淡

水湖之一的安徽巢湖，原本想实地
感受一下“水鸟与船帆辉映，落日
与人烟交织”的美景，然而沿湖一
道道开发建设留下的“伤痕”，让
人颇为扫兴。中央环保督察组公布
的数据证实：2014 年，合肥以建
设防波堤名义违规侵占约 2000 亩

湖面，实际用作旅游开发；2016
年，当地又违法审批，将 14 万平
方米防浪林台以及 60 万平方米天
然湿地用作建筑垃圾消纳场。类似
急功近利的行为，其他地区也不同
程度存在。

宁波作为江南水乡，对江河湖
海的保护是比较重视的。不过，往
前追溯，历史上也有过这方面的

“败笔”。古时在鄞西横街、集士港
至高桥镇一带，曾有面积三倍于东
钱湖的广德湖。可惜，北宋末年为
支付高丽、日本来使之用度，居然
将一个好端端的湖废了造田。留给
现在的，只有广德湖路这个地名。
再如，在海曙区解放南路与莲桥街
交界处，原本还有一个有着丰厚历
史信息、与现存月湖相映生辉的日
湖，不知什么原因，也在上世纪退
出了人们视野。想象一下：如果广
德湖与日湖至今尚存、泽被一方，
那又会是一幅怎样的光景呢？

湖泊作为宝贵的自然资源，其
显著特征是具有“不可逆性”。也
就是说，一旦湖泊填了、占了、毁
了，想要恢复起来，那真是“难于
上青天”。特别是现代条件下，城
市的扩张极为迅速，若不加以控
制，“野蛮生长”的建筑用不了多
少时日，就能把湖泊这样的“留
白”给填上。而若干年后想要在建

成区恢复湖泊原貌，几无可能。本
世纪初，宁波在江北湾头附近重新
开挖了一个日湖，多少弥补了一些
缺憾，但在命名的时候，一些市民
和专家还是念念不忘原来的日湖。

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
天，填湖、占湖、毁湖等行为，确
实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效应。一个现
实的考量是——如今城市中心地带
寸土寸金，填了湖，造了地，立马
可以引进新项目、带来新财源。如
用来搞房地产开发，土地出让金也
是蛮诱人的。然而，从长远看，这
样的短视行为埋下了发展的隐患。
近些年，不少大城市内涝严重，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蓄纳雨水的湖
泊和河道变成了钢筋水泥构成的建
筑。更令人忧虑的是，有些地方对
天然湖泊过度开发，打的是“保护
湖泊”的旗号；有些湖泊的废弃，
打的是“改善民生”的旗号。从程
序上来查，似乎也挑不出什么毛
病，因为那些声势浩大、已经“生
米煮成熟饭”的项目，建设规划是
按规定经过相应审批的——“大红
印章，有凭为证”。利益驱动之
下，有些禁忌和“红线”总有办法
突破。

有鉴于一些地方填湖、占湖、
废湖和湖水污染等种种乱象，前不
久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在湖泊

实施湖长制的指导意见》，要求各
省区市将本行政区域内所有湖泊纳
入全面推行湖长制工作范围，到
2018 年年底前全面建立湖长制。
这一指导意见的出台，可谓“亡羊
补牢，为时未晚”。意见的实施，
将有利于构建起责任明确、协调有
序、监管严格、保护有力的湖泊管
理保护机制。当然，问题的关键，
还是要让制度长出“牙齿”——通
过更为严格的责任追究和倒查，真
正让“不填湖”成为一条铁律。

湖泊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
与其他一些地区比起来，宁波是幸
运的，目前市域内尚有东钱湖、月
湖、四明湖、亭下湖、九龙湖、荪
湖、上林湖等大大小小的湖泊。这
些湖泊，就像是撒在四明大地上的
一颗颗璀璨的珍珠，或山水相间，
或环境清幽，或人文荟萃，点缀和
衬托着宁波之美。在“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新时代，我们理应
更好地敬畏、珍惜、守护和善待它
们，把生态文明、生态财富一代代
传承下去，避免重蹈其他一些城市
的覆辙。

“不填湖”应成为一条铁律

丰 收

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15日对
媒体表示，中国将研究制定权属不
变、符合规划条件下，非房地产企业
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作为住宅用
地的办法。政府将不再是居住用地
唯一提供者（1月15日新华社电）。

这条新闻之所以广受关注，是
因为我国住房用地一直是地方政府
通过“招拍挂”的方式垄断供应，
地价高与房价贵，被认为与住房供
地垄断有关。这种说法有一定道
理，因为住房供地被垄断，垄断者
可以控制供地节奏和供地量，为土
地财政最大化创造有利条件，而地
价上涨就会推高房价。一旦打破这
种垄断，意味着住房供地会大大增
加，继而推动住房供应增加。即便
这种变革目前主要是增加租赁房
源，由于分流了楼市需求，将会对

中国楼市产生深刻影响。
对租房市场是重大利好。过

去，租房市场滞后于商品房市场，
原因之一就是住房供地被垄断，有
限的住房供地主要用于商品房建
设，租赁住房自然供给不足。今后
当企业自有用地、农村集体建设用
地可用于建租赁房，租房市场必将
快速发展。

有利于盘活闲置土地资源。目
前，部分土地在企业手里没有被合理
利用，农村集体组织中也有不少集体
用地处于闲置状态或未被合理利用，
这是一种浪费。今后，当非房地产企业
可以利用手中自有用地建设住房，农
村集体组织可利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建房，就会避免浪费、增加收入。

取消了住房“中间成本”。多
年来，住房用地先经地方政府之手
出让，再经开发商之手建设销售，

“中间人”必然会从中获得巨大收

益，而最终买单者就是租房人和买
房人。一旦打破住房供地垄断，就
没有“中间成本”了，有利于降租
金、降房价，对于减轻租房人和买
房人经济负担有积极意义。

打破两种楼市垄断。一种是地
方政府对住房土地供应的垄断，一
种是房地产企业对住房建设的垄
断。今后，非房地产企业似乎也有
资格开发建设房地产项目了，这将
使楼市竞争更加激烈，而竞争将会
使中国楼市变得更加健康。

倒逼地方政府不再依赖土地财
政，使地方财政收入结构更为合
理。由于可以有效增加住房供应，
有利于抑制房价防止楼市泡沫，也
为金融安全和经济稳定创造了有利
条件。住房供地不再垄断，不只是
利好租房市场，还有利于楼市、财
政、金融、经济等方面。

当然，也要警惕住房供地不再

垄断后可能出现的问题。比如，很多
非房地产企业、农村集体组织等参
与房地产开发，可能造成开发热，导
致市场秩序混乱、租赁房结构性过
剩等问题。如果非房地产企业中的
国企自行建房、内部分房，还有可能
造成福利分房回潮等问题。

因此，即便住房供地不再垄断
是一项好改革，也应深入研究操作
方案，防止出现各种问题。这需要
有关方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这
项改革“保驾护航”。

这条新闻的确很“猛”，但绝
不是突然出现，而是早有先兆。比
如十九大报告有关住房制度的表述
是：“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
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多主体供给”已经暗示住房供地
制度将发生变革。既然十九大报告
已有部署，理应加快这项改革，让
各方早受益。

“住房供地不再垄断”释放多少利好

陌上青

1月14日，市政协十五届二次
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13 位
委员作了书面发言。吴道涛委员把
话题聚焦在医疗上，他认为应建立
起与“名城名都”相匹配的“名医
名院”，让老百姓不出市就能享受
到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 （1月15日

《宁波日报》）。
吴委员的发言深得我心。的

确，建设“名城名都”就应打造
“名医名院”。无法想象，一个没有
“名医名院”的城市会成为“名城
名都”。说起北京、上海、杭州等

“名城”，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北京协
和医院、301 医院、上海华山医
院、瑞金医院、浙江人民医院、浙
江肿瘤医院等著名医院。但说起宁

波，在省市外享有很高知名度的医
院几乎没有。宁波市第一医院、第
二医院、李惠利医院也只在宁波范
围享有较高知名度。事实上，宁波
辖区很多疑难病和重症患者更愿意
奔赴上海、北京就医。

对此，我有切身体会。由于宁波
尚未出台打造“名医名院”规划，“名
医”难引进也难留下。几年前，我认
识了一位来自黑龙江的“泳友”老
沈，他儿子是鄞州一家医院的专家，
他退休后来宁波带孙子。去年，老沈
突然“失踪”了，原来他的儿子外调
了，他也就跟着去了。这样的青年才
俊宁波怎么就留不住呢？再说一件
事。去年，我有位亲人得了重病去宁
波某医院就诊，妇科主任检查后说，
她们医院只能做外部放疗，内部放
疗不行，建议转诊去省医院。

两次切身经历告诉我，宁波要
加快建设“名城名都”，“名医名院”
无疑是其中一块短板，必须补齐。

怎么打造“名医名院”？吴委
员提出了五条对策及建议 （详见 1
月 15 日 《宁波日报》 第 3 版），我
认为很有建设性，非常接地气。看
得出，吴委员是在深入调查的基础
上，在征求医药界人士的意见后才
提出的。这些建议确确实实反映了
市民的共同心声，但愿它们能够一
一实现。

就像“名校”是靠“名师”支撑起
来一样，“名院”也需要“名医”来支
撑。打造“名医名院”，我认为最核心
的是引进和培养“名医”。按吴委员
建议，特事特办大手笔引进国内外
顶尖医疗人才和团队，引进院士、知
名专家，力争 5 年内引进 50-100 个

国内外顶尖医疗团队。要完成这一
目标，需要大投入。

在日前召开的市委经济工作会
议上，市委书记郑栅洁就如何推动
宁波走在高质量发展前列讲话，当
谈到“人才战略”时，他表示：宁
愿少修一公里高速公路，也要把软
环境竞争力搞上去！“人才资源必
须摆上战略地位！”郑栅洁说，“现
在各大城市抢人才十分激烈，这个
钱最值得花！”（2017 年 12 月 29 日
央广网）

鉴于此，笔者希望《中共宁波
市委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人才
发展新政策的意见》能够真正得到
落实，宁波能够用丰厚的条件引进
医药人才，用优厚的待遇留住“名
医”，大力打造“名医名院”，造福
全市人民。

打造“名医名院”是着好棋

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张辛欣

很多人曾被风驰电掣擦身而
过的电动自行车惊出一身冷汗。
近年来，电动自行车在生活中扮
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然而，路
面上近七成的电动自行车速度超
标，每年超万起交通事故，千余
条生命因此消失……血淋淋的教
训不断告诫人们，无论多么高额
的利润和高效的生活，都不能以
牺牲安全为代价。

16 日，《电动自行车安全技
术规范》 国家标准报批稿面向社
会公示，明确最高车速不超 25公
里每小时且不得改装，并对重
量、电池等关键指标作出限制。

对目前上路平均行驶速度为
40 公里每小时的电动自行车而
言，慢下来是大方向。因为安全
是大前提，只有让速度慢下来，
安全跟上来，产业发展和生活节
奏才能真正快起来。

自电动自行车上路以来，围
绕安全与效率的争议就没断过。
当人们习惯了速度带来的便捷

时，安全二字往往会被抛诸脑
后。面对低廉的成本和千亿元级
的市场，企业转型的积极性也不
免打折扣。从 1999年首次发布标
准至今，我国反复修订电动自行
车车速、外形等关键指标却难有
结果，背后是一轮轮利益博弈和
一次次妥协。

在新规范公示期和未来政策
过渡期，势必会引起一些不便，
也会动一些人的“奶酪”。但从长
远看，对速度、制动、电池等指
标的限定将倒逼企业生产附加值
高、安全环保的产品，带来更加
健康的发展，群众体验也将更加
舒适便捷。

安全容不得博弈，更不可妥
协。谁都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只
打自己的小算盘，把过渡期当成
博弈期。相关部门应主动协调各
方，在过渡期帮助企业做好存量
车以旧换新、折价回购等产能化
解，给先进制造企业更多扶持，
为规范顺利推行铺路。

车 速 慢 下 来 ， 管 理 要 跟 上
来。相关部门既要完善法规，加
强生产、销售、交通、执法等多
个部门多个环节联动监管，也要
从群众和市场角度，把问题想
足，用更人性化、精细化的管理
和服务来引导生产和出行，提升
安全水平，促进产业发展。

电动自行车
“慢下来”是为了“快起来”

交易愈便捷，
早已成日常。
缘何遭吐槽？
只因缺保障。

安全常强调，
选择需多样。
措施应到位，
付款把心放。

朱晨凯/文
曹 一/作

据 1 月 15 日新华社
报道：春运大幕拉开，手
机购票因便利快捷受到越
来越多用户青睐。近日，
有消费者发现，在一些购
票App上购买机票时，只
填写一个手机短信验证码
就可以完成交易。这种

“无主动授权、无醒目提
示、无支付密码”的“三
无”购票支付方式，遭不
少网友吐槽“缺乏安全
感”。

据 1 月 16 日 《时 代 周
报》 报道： 冬 天 ， 夜 间 12
时，本该是一天中最寂静的时
刻，深圳某三甲医院的儿科急
诊室门口却嘈杂若菜市场。病
人实在是太多了，儿科医生贺
兰希 （化名） 不得不加快问诊
速度。这一晚，贺兰希在急诊
科看了近 300 个病人，是普通
门诊正常工作量的三倍。

点评：这家医院儿科急诊的“热闹”景象，是全国同行的缩
影。原因在于，一方面，最近流感盛行，孩子一有“风吹草动”，
家长就领着往医院跑，加大了就诊量；另一方面，儿科因效益差、
风险高，自然人手不够。

@青春起点小疯子：儿科医生确实不容易。
@浦东萨克斯：儿科医生“资源”稀缺，僧多粥少，当然忙不过来。
@攻动力：提高儿科医护人员待遇，把它打造成医院的黄金科室。

本期主持 杨继学

据 1 月 16 日 《每日新华电
讯》报道：“公选”考试成绩下来
的那一刻，“80 后”公务员李自阳
觉得“稳了”——一个要求“3 年
及以上园林工作经历”的副科领导
岗位，他笔试、面试成绩均为第一。
然而，招录部门以“工作经历”不等
于“岗位经历”为由，将这个具有园
林工程师职称、负责过多个绿化项
目的园林专业研究生拒之门外。

点评：李自阳想必委屈、愤懑，旁观者也有些看不懂。“公选”是国
家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理应公开、公平、公正。招录部门对已经公示
的招聘内容自赋“最终解释权”，是对“公选”程序的亵渎。

@佛丁：为什么一开始不写清楚？这中间弹性空间太大了，
对报考人员有失公平。

@大蒜精：一些选人单位怕担责任，过度设置选用条件，反
而限制了人才选拔工作的正常开展。

@购房大盘：这确实挺让人郁闷的。但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
九，看开点吧。

据 1月 16日《北京晨报》报
道：陕西咸阳一男子由于自己车辆

“限号”，为了接上幼儿园的孩子，
他便骑乘自己的马。父子俩骑着马
走在街道上，拉风的画面引起路人
侧目。小男孩似乎很兴奋，在高高
的马背上竟然没有一丝害怕。这名
男子说，这匹马是他三年前花了近
10万元从内蒙古买的。

点评：《道路交通安全法》 对能否骑马上路，没有明确规定。
虽说“法无禁止即可为”，但孩子是自己的，道路上不确定因素很
多，万一马受惊出意外，家长怕是哭都来不及。为孩子计，这种

“拉风”的事还是不干为好。
@Tw123789456：大哥你是好样的！但是也得注意安全。
@持节云中：都是“限号”惹的事儿。家长总不能不接娃啊。
@顾客ID看：马路马路，马不能上路，谁规定的。

据 1月 16日央视财经报
道：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抗生
素生产和使用国，同时也是抗
生素滥用和细菌耐药性的重灾
区。抗生素滥用，在畜牧业领
域尤其严重。目前畜牧业养殖
户普遍将饲用抗生素添加到饲
料中，当“保健品”来促进牲
畜生长。这导致的“超级细菌”
风险、环境污染加重等问题，正
在挑战国人的健康底线。

点评：抗生素犹如双刃剑，使用得当，是保护神，使用不当，
就是杀手。为了多赚钱而滥用抗生素，无异于“谋财害命”。指望
使用者自律是“与虎谋皮”，还是得靠法治手段硬性约束。

@牛大王：养殖户亏不起，动物就死不起，得了病使劲治，
没病也要预防性吃药，用药量自然就大了。

@为了你好：滥用抗生素会损伤肝肾，产生不良反应，导致
人体菌群失调，免疫力下降。

@龟苓膏：一些人“药当饭吃”，还误以为对身体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