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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话

·资 讯·

农污治理 杭州样板

在杭州市建委的指导下，临平区
按照杭州市农污治理八字方针、五全
理念，持续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高质量建设，不仅实现了设施终端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跨越式发展，更
跨出了一系列管理机制、治理体系的
创新步伐。

目前该区已完成塘栖镇丁山河
村、东湖街道李家桥村农村生活污水
零直排村建设。在这项工作中，临平
区结合村庄特点，听取村民民意，不断
优化村庄的终端布置方案，因村施策，
擦亮乡村宜居底色。

在农污治理工作过程中，临平区
不仅努力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更显著
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在塘栖镇丁山河
村，将污水零直排村建设与水乡风韵
线有机结合、同步实施，农污终端自然
融入淡雅的水乡风貌之中。该区按照

“最多挖一次”的原则开展工程建设，
尽可能减少对村民生活生产造成的影
响。同时，临平区结合该村拥有丰富
河塘及大面积绿化的实际，将尾水用
于绿化浇灌、池塘补水及公用设施厕
所冲洗，实现资源再利用。

如何将污水处理终端打造成美丽
乡村的重要节点，为村民提供散步、休
息的好去处？临平区在东湖街道李家
桥村把污水治理和农村口袋公园建设
完美融合，结合该村农田灌溉和河流
补水需求，将出水主要用于灌溉、滴灌
和生态景观补水。今年9月，李家桥村
污水零直排村项目还入选了《全国村
镇污水治理优秀案例》。

针对农污治理工作，临平区强化
组织保障。该项工作由区住建局牵
头，同区治水办、区水务集团等部门成
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专班，各镇

街落实专职人员，明确目标任务，落实
工作责任。通过整合力量，全区统一
思想，加速推进工作。

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建设方案。临
平区结合村庄特点，听取村民民意，不
断优化村庄的终端布置方案，大胆运
用先进处理技术强化农污治理水平。
在建设过程中，注重对排水产生的污
染物进行收集、处理，实现污染物的达
标排放和资源化利用，有效减少对环
境污染。

为了健全制度建设，临平区建立
例会制度和巡查制度，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工作专班定期召开例会，交流各
项工作情况，分析存在问题，商讨解决
对策，明确各阶段工作；对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工程和设施运维管理情况进行
不定期巡查监督，对发现的问题，下发
交办单，要求责任单位限期整改。

今后，临平区将不断创新实践深
化改革，持续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高质量乡
村建设全面激活乡村振兴活力，精绘

“绿水绕村流”的田园美景、提升农村
人居环境质量和生活品质。

高质量建设 生态化治理

临平区擦亮乡村宜居底色
周 静 方斌杰 陈中柱

丁山河村农污处理终端
临平区住建局供图

丁山河村农污处理终端
临平区住建局供图

最近，每到夜幕降临，杭州市钱塘
区河庄街道闸北村农贸市场北侧的体
育场上灯火通明。不一会儿，相约打篮

球的伙伴、跳广场舞的村民渐渐汇聚而
来。

“在农贸市场对面建起体育场地，

不仅给我们锻炼提供方便，还美化了周
边的环境。”闸北村健身爱好者刘月文
说，“不运动的时候，来这里散散步，心
情也很好！”

作为河庄街道嵌入式体育场地之
一，闸北村这片体育场地由村内闲置土
地改造而成，总面积1880平方米，涵盖
了篮球场、网球场和羽毛球场，不仅深
受老年群体的青睐，也成为不少年轻人
的健身打卡地。

今年 7 月，杭州市发布《嵌入式体
育 场 地 设 施 建 设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22—2024年）》，河庄街道以此为契
机，加速打造百姓“家门口”的健身场
地，在社区（小区）、公园绿地、滨水绿
道、桥下空间、屋顶等区域，建设供全年
龄段人群运动健身的公共体育设施。

在河庄街道蜀南村，一块曾用于江
东大道建设的泥土堆积场地，“摇身一
变”成了多功能运动场。这块场地占地
面积780平方米，设有标准灯光篮球场

和乒乓球场，全场还铺设了专业篮球运
动材质地面，最大限度提供篮球运动专
业级体验。“不仅合理利用了闲置空间，
还提升了村庄的环境面貌。”

为了解决村内健身场地资源相对
短缺的问题，河庄街道新创村则以打造
美丽乡村为契机，在更新体育设施的同
时，将碎片空间集约化，打造标准篮球
场、羽毛球场等标志性嵌入式体育场地
项目，面积达873.2平方米。

“将闲置空间加以合理改造就能变
成体育场地，既美化环境，又给村民群
众运动健身提供便利，让健身资源离群
众更近。”河庄街道相关负责人说。目
前，河庄街道辖区内已建成 29 处嵌入
式体育场地。

今后，河庄街道将陆续通过打造嵌
入式体育场地，不断补齐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资源短板，让越来越多微而精的体
育场地出现在百姓“家门口”，营造全民
健身的良好氛围。

钱塘区河庄街道建成嵌入式体育场地29处

打造家门口的运动场 掀起全民健身热潮
娄晓涵 钱佳佳 喻萍萍

河庄街道闸北村新建的嵌入式体育场地（图片由钱塘区河庄街道提供）

厉如珣 夏炜宇

11 月 3 日上午，由省供销社、省商
务厅、湖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2022 浙江省优质品牌农产品秋季选
品会系列活动暨湖州供销农产品金秋
大联展”活动开幕式在湖州举行。

开幕式上，来自山区26县与山海协
作地区供销社的代表上台进行产销对
接签约；叮咚买菜、谦寻等采购商代表发
言；网易严选、云集与“两山农品汇”进行
区域公用品牌农产品销售合作签约。

作为省供销社秋季选品会举办的
第二届活动，本届活动以“优质选品
助农共富”为主题，旨在发挥品牌对产
业发展的带动效应，汇聚产销双方合
力，用好山海协作机制，进一步拓宽全
省优质品牌农产品销售渠道，打造共
同富裕、互利共赢的特色农产品销售
新格局。活动于 11 月 3 日开启，至 11
月7日结束，期间将开展浙江省优质品
牌农产品秋季选品会、山区 26 县农产
品产销对接、湖州供销农产品金秋大
联展等活动，持续进行产品展示、现场
品鉴、对接洽谈、选品采购等。

活动现场设置展位 130 多个，“有
点甜”的湖州蟹、辣鲜的“三头一掌”、
薄皮大馅的温州肉燕、裙肥肉细的舟

山带鱼、爽弹劲道的台州鱼鲞⋯⋯来
自山区26县及对口协作地区的千余种
优质品牌农产品参展亮相。联华华商
集团、华东物美、华联商厦、华润万家、
星探桔、网易严选、云集、斑马、有播、
谦寻、遥望、宸帆、银河众星、无忧传
媒、微店等 50 多家长三角头部农产品
采购单位来到现场选品、对接。

近年来，省供销社致力于完善农
产品产销对接体系，注重品牌赋能，推
动消费扩容升级，通过健全联购联销
体系、创设展示展销载体、开展产销对
接活动等服务形式，有效助力农产品
流通销售。其中，今年9月联合网商协
会开展的“百名主播选百品，携手共筑
共富路”活动，为众多农产品供应企业
与电商直播平台机构牵线搭桥，促成
了诸多合作。同时，充分用好山海协
作机制，推进山区县供销社与协作地
区供销社建立农产品产销合作关系。
今年以来，通过设立农产品山海协作
销售专区实现售额 3470 万元；通过签
订产销协议达成销售额 1111 万元，千
亩丝瓜烙、共富“跑步鸡”等项目合作
获得较好成效和良好口碑。接下来，
省供销社将持续优化产销对接机制，
拓展优质农产品销售渠道，高水平推
动乡村产业振兴。

2022浙江省优质品牌农
产品秋季选品会系列活动
暨湖州供销农产品金秋大
联展在湖州举办

山区26县农产品产销对接签约仪式（图片由浙江省供销社提供）

老师上网课竟然遭遇网络暴力。11 月 2
日凌晨，一名网友在微博发文称，她的母亲河
南省郑州市新郑市三中历史教师刘某某，10月
28日上完网课后独自倒在了家里，两天后才被
发现并确认因心梗去世。从当天网课录屏看
到，刘老师给学生上网课时多次遭到网暴，网
课期间有人在会议室通过语音辱骂、共享屏幕
干扰课件投屏等多种方式再三刺激她。

刘老师的猝死和遭遇网暴是否有关联，
暂时还无法确定。针对网传刘老师遭遇网暴
事件，当地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眼下，网课
入侵现象已引发公众广泛关注。

人们痛恨键盘侠的网络暴力，没想到网
络暴力的黑手已伸到神圣的教学课堂。这种
入侵网课的行为在互联网社交平台上被称作

“网课爆破”。据媒体报道，“网课爆破”不是
个例，在多地的中小学、大学，甚至初三、高三
的网课中都有类似情况出现，本来严肃的课
堂成为网暴者撒泼的游乐场。

“入侵”内容多样、人数众多，从开麦说
话、放哀乐、刷屏霸屏到直播淫秽视频、辱骂
师生，无奇不有。受害者除了学生，还有老
师。每每发生时，很多不擅长网络的老师毫
无招架之力。这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扰乱课
堂秩序，就如这位刘老师，不管引发她心梗的
原因如何，无法改变的事实是——她在离开
人世之前曾经历过“网课爆破”的精神折磨。

“网课爆破”甚至已悄然演化成一种生

意，这些自称“爆破手”的网络暴徒收取一定
费用，向不想上网课的学生提供“定点爆破”
服务，学生则把网课会议室密码和房号提供
给“爆破手”。入侵网课的这把钥匙就这样启
动，也便打开了恶的大门。还有人将网课入
侵的视频整理出来，做成恶搞合集，在社交平
台煽动诱导学生下单。从留言可见，无论是

“爆破手”还是传播者都认为，这不过是网络
玩梗，是警察也不会管的小恶作剧。

事实上，网课入侵不亚于流氓光天化日之
下闯入学校课堂作恶。如果是学生扰乱课堂秩
序，可以纪律处分。如果是社会人员侵入课
堂，扰乱网课教学秩序，那就是涉嫌寻衅滋事。

疫情之下，上网课本属无奈之举，要达到
线下的教学效果，并不容易。网课入侵已经
不是简单地影响教学进度、扰乱教学秩序的

校内事，如不及时遏制，必将损害更多师生的
心理健康。现在，学校既然采取了线上授课
的方式，有关部门就应该考虑如何对网络授
课的开放性进行监管。

早在 2020 年初，公安部就曾发文强调网
课安全，并针对网课平台上课期间弹出广告，
启动了中小学网课平台违法有害信息清理专
项行动。时隔两年，面对当前出现的网课入
侵新情况，教育、公安及其他相关部门应进一
步加强网上教学的安全监管。网课运营平台
也应提升技术防范力度，并与执法机关加强联
动，对“爆破”行为严加防范、严厉打击。短视
频平台对此类“爆破”视频合集要及时清理下
架，阻断网暴恶行的传播。斩断网络入侵的黑
手，需要多管齐下，共同筑起一道更严密的防
火墙，还学生和老师一片清朗的网课空间。

斩网课“黑手”，还课堂安宁
陈进红

最近，东北边陲城市鹤岗再度刷上中国
各大热搜榜单。

25 岁的赵姓女子是一名画师，此前在南
京租房工作，她的工作只需一台电脑。因为
自觉在大城市工作压力大，了解到鹤岗低廉
的生活成本后，她花了1.5万元在鹤岗买了一
套 46 平方米的房子，自称“从此过上了幸福
生活”。

另一名“90 后”小伙，工作也是在线上进
行。他花了 4 万元买了一套 70 平方米的房
子，和女朋友一起从杭州移居鹤岗。他自称，
虽然收入减半，但幸福指数不降反升。

假如这些年轻人能在鹤岗获得真实的幸
福，那么应该为他们感到高兴，并祝福他们的
幸福能一直持续。但是，还是要说一句，每个
人习惯的生活方式、工作特性、气候条件等都
不同，内心向往的未来也未必相同，我们大可
不必在别人看上去很美的故事面前，作出冲
动性选择。

年轻人对鹤岗式幸福的挖掘，会不会带
有普遍性意义，有待后续观察。但是，部分人
的选择以及话题的热议，映射出中国经济结
构的新特质，也反映了大城市部分年轻人心
态的变化，值得琢磨。

首先是中国经济结构的新特质。这些个
体化的选择，让我们看到中国丰富的新业态
和多样化的就业形式。就上述两位新闻主角
而言，他们都是网上原住民，工作靠网络、社
交在网络。

对个体而言，这拓展了年轻人的职业规
划空间；而对地方而言，拓展了发展思路。传
统的认知，倾向于认为沿海沿江、靠近大城
市，发展机遇更大。目前这种格局显然并没
有彻底改变，但中国发达的交通网络，特别是
高度发达的互联网产业，为发展格局重塑提
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山区、边远地区未必不
能走出发展新路径。

其次是社会心态的微妙变化。从一座城到另一座城，追
求美好生活的心愿没变，变的只是对幸福的理解。是不是高
竞争、高压力、高节奏、高收入是抵达幸福的必须？他们的理
解本身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这种社会心态的变化对城市发展同样具有启示价值。优
良的生态，均衡的教育，完善的公共服务，健全的养老设施，和
睦的邻里关系，都可能为二三线城市提供别样的竞争力。如
果二三线城市乃至小城市能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公平规则
环境等方面更进一步，则效果定会更佳。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凸显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的重要
性。西方的现代化、固有的工业化模式等，显然存在弊端，不
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本就寄寓着对各
地创新发展的希望。

鹤岗房价相对低，受到一些人追捧，这是新闻附带效应使
然。大城市房价相对较高，而房价相对合理的城市也不只有鹤
岗。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本是共同富裕题
中要义。大城市、小城市，都应该在这方面思索研究，最终让中
国的老百姓在这片土地上都可以实现各自的幸福。

鹤岗现象背后的非典型机遇

王玉宝

逯海涛

最近，不少网友玩起了互联网“苦学”。“苦
学”是个什么学？只要点开各大短视频平台，
随手刷一刷，就可能会刷到只露两只眼睛和
一个嘴巴的葫芦头视频特效，抑或是柠檬头、
猩猩脸。

这些把自己藏在视频特效之后的博主，
会倒些啥苦水？譬如“入职第一天，被HR看
到我和朋友吐槽她的聊天记录，现在已经在
回家的路上了”“吵架吵输之后，还不小心把
自己最喜爱的首饰掉进马桶里了”⋯⋯有点
糗，有点惨，有点苦，但又有些好笑。

现实生活中，许多人习惯于隐藏自己的生活
破绽。但是到了网上，反而放得开了。糗事、惨事、
各种社死瞬间都主动摆出来，并且要包装一番。

这与其说是诉苦，反倒像卖萌；说是吐
槽，不如说是一种匿名社交。一般来说，吃过
真苦、受过大罪的人，是不会有心情跑到网上
抖包袱、讲段子的。

现实中，年轻人难免有一些不顺心、不走
运、不高光的时候。特别是眼下的年轻人，疫
情之下，面临着就业、收入、婚恋等压力，他们
的苦闷，值得理解和关注。

出于种种顾虑，很多人在现实中选择隐
忍不发，反而宁愿在网络空间里向陌生人敞
开心扉。这更像是一种释放压力、转换心态

的方式。在自嘲和调侃中，“苦”和“惨”被解
构，压力和郁闷得到稀释。

如此看来，互联网“苦学”虽然以“苦”为
名，但未必全是负面能量爆棚。适度自娱和
娱人，既有益于身心健康，也有益于社会和
谐。毕竟，谁的生活里没有发生过几起尴尬
到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的糗事呢？

但是，有些痛苦和精神内耗靠“苦学”是
治愈不了的。那些现实的痛苦，还得在现实
中找解药；网友的“梗”再多，也替代不了与家
人朋友面对面沟通的那种温暖感觉。

互联网“苦学”，浅尝无伤大雅，深玩则大
可不必。正所谓，小“苦”怡情，大“苦”伤身。
不能让网络社交完全取代你的真实朋友圈，也
不要让原本舒缓压力的行为变成精神上瘾，甚
至在习惯性吐槽中让消极成为心理底色。

很多问题的答案，恰恰存在于现实之
中。正如心理学专业人士所说，互联网“苦
学”其实只是将情绪转移，并不能真正解决问
题。面对该面对的，解决能解决的，那些糗事
惨事，遇到一次就够了，诉完苦，也该想想怎
么避免“踏入同一条河流”。

作为个体，也要认识到在公共网络空间
吐槽不完全是一桩私事，可能会引发公共舆
论事件。要注意朋友圈的舆论场效应，掌握
好分寸，避免个体化私密性的吐槽，变成对公
众和社会的伤害，进而演变为舆情事件。

互联网“苦学”：浅尝怡情，深玩伤身

在绍兴注册“空壳”公司，却在外省生产黄酒，再贴上“绍兴老酒”“绍兴黄酒”等标签进行销售。
近日，一起侵犯“绍兴老酒”“绍兴黄酒”商标权纠纷民事诉讼案，在柯桥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法院
当庭宣判，6 被告共赔偿绍兴市黄酒行业协会经济损失等费用合计 32.8 万元。这也是绍兴市黄酒
行业协会作为证明商标注册人，首次通过诉讼途径追究侵权者的民事责任。 姚月法 作

绍兴黄酒不再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