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遛狗，别把文明“遛”走

梁正 （汝州市夏店镇）
早上，我刚走出楼栋大门，就看到一

只白色小狗引着主人向着一个楼栋方向
走去。出于好奇，我边走边用余光扫过
去，看到的场景让我既震惊又佩服，不自
觉停下脚步看完全过程。白如雪球般的
小狗叼着主人的裤角，拉扯着主人向前
奔走，到了墙角后，主人从口袋里拿出报
纸，把地上的东西包起，然后走到十米外
的垃圾箱旁投了进去。

晚上下班回家，我把动人的情景跟
妻子说了。从她口中我知道，那是邻居
张叔养的狗，还不到 1 岁。去年秋天刚
抱回来的时候，什么也不懂，见到什么都
新鲜，谁叫就跟着走，出门到处乱跑，随
地大小便。后来，张叔每次出来遛狗都
一步不离地跟着它，发现它大便的时候，
就把它叫到粪便跟前，用身体语言和行
动教导它——用准备好的废纸把粪便收
起来，然后放到垃圾箱里。时间一长，这
狗就养成了习惯，每次大便的时候，只要
它认为主人看不到，就跑回主人的身边，
拉着主人到它大便的地方，直到主人把
它的粪便处理完才离开。

其实养狗是件麻烦事，除了给它吃、
洗澡，还不能把它一直放家里——到点
狗就扒门要出去。很多狗的主人，无论
刮风下雨，没有一天耽误过遛狗。这么
麻烦都能坚持下来，为啥不能坚持每次
遛狗时带个塑料袋？很多狗主人在其他
方面素质并不见得低，为何单单在养狗
上忽视了文明？不给狗拴链子，由狗随
地大小便……很简单，狗是自己的，但是
狗拉的大便却没在自家里。要是拉在自
家里，即便再疼那只狗，估计也得“训导”
一番了。

多些换位思考，多些将心比心，养狗
者应该懂得：文明养狗才是真正的爱
狗。是否养狗是个人问题，而如何养狗
则是社会问题，更是文明问题。弯下腰
清理狗粪，一点不难，举手之劳而已，就
像开车要系安全带一样，形成习惯就自
然了。

前提是不能妨碍别人

刘勤 （市第二高级中学）
随着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张扬个性，怡情养
性，这是个人的自由、爱好，本无可厚非，
但前提是不能妨碍别人。

因狗惹事引发争端，全国各地时有
发生。轻则口角推搡，重则大打出手；住
院赔钱有之，刑事拘留有之。平顶山也
不例外。小孩儿逗玩宠物狗，被小狗咬

伤，狗主人和小孩妈妈吵翻天；牵着大型
犬遛弯儿，尽管狗主人一再声明“不咬
人”，但看到那个“庞然大物”张着大嘴，
伸出大舌头，呼哧呼哧喘气，行人还是吓
得不得了；公园里、马路边狗狗的粪便到
处都是，主人也不清理，行人不小心踩
上，弄得心情不爽；有带宠物狗乘坐公交
车的，给狗狗也占个座位，实在是太过分
了；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一起吃饭时，主
人带着狗，自己吃一口，给狗喂一口，完
全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因此，建议相关部门加强管理。比
如，养狗必须到相关部门登记，否则视为
违法；敦促养狗人及时给狗狗打疫苗；平
时治安巡逻时发现狗狗随地便溺，要及
时联系狗主人，现场处理或罚款。

也请市民提高自身修养，学会换位
思考。遛狗时给爱狗戴上嘴套，并且携
带清理粪便的工具；尽量不带狗狗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或到商场、超市、饭店等
公共场合；一旦给别人造成伤害，应主动
道歉、理赔。其实，现代社会包容度很
高，无论养花种草，还是养猫养狗，抑或
跳舞旅游，都是个人爱好，别人无权干
涉，但一定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能扰
民，不能影响他人。

愿文明养狗成为个人自觉

庞振江 （平煤股份二矿）
老陈家门口，跑来一只流浪狗，喂它

点食物，它就不走了。猫狗识温存，慢慢
地，老陈与狗有了感情。冬天给狗做个

外罩，防冻；夏天三天两头给它洗澡，降
温。老陈外出散步，手里牵着狗，兜里不
断卫生纸，狗狗拉屎，随即捡起来，扔到
垃圾桶里。老陈还特意做了个嘴套，夜
里给狗戴上，免得它狂吠，影响左邻右舍
休息。大家都说老陈做到了文明养狗。

小区里齐某远远不如老陈。他养狗
不办证，遛狗不拴绳。狗随地便溺不说，
还咬人吓人。一次学生放学，几个小学
生在前边跑，齐某的狗在后边汪汪叫着
撵，吓得孩子们齐哭乱叫。孩子的奶奶
拿块半截砖砸狗，齐某不依了，二人发生
口角，差点动起拳脚来。

其实，身边像齐某这样不文明养狗
的大有人在。希望有关部门提高管理水
平，加强执法力度，对于不办证、不拴绳、
不清理粪便的养狗人，轻则罚款，重则没
收，让文明养狗成为个人自觉。

有绳子牵着比较好

田晓泉 （卫东区教体局）
狗，听觉嗅觉灵敏、反应敏捷、牙齿

锐利，忠于主人却不分青红皂白。
记得一次出门办事路过开源路，见

人行道上蹲着一条浅黄色大狗，毛色发
亮，很有精神，引得过往行人不住地扭头
观看。我在距离大狗两米远的地方也停
下观看。过了一会儿，两个中年男人走
到离狗一米远的地方，也停下来观看。
但是看了不到三分钟，意外发生了：其中
一个中年人，一边跟同伴儿说话，一边伸
出指头向狗指去。说时迟那时快，还没

等指头完全伸出，那狗一跃而起，咬向伸
出的指头，只见中年人惊叫一声，急忙收
手。可狗狗还是快了一步，中年人的手
背上留下一条“红线”。这事，说大不大，
一道细细的伤口；说小不小，接下来那中
年人肯定要打狂犬疫苗，还可能和狗主
人发生争执。

依我之见，中年男人指狗，虽然不太
礼貌，但绝无伤害的意思，不应被咬。大
狗虽然嗅觉听觉灵敏、反应敏捷，但大脑
简单，仓促之间，不能正确判定中年男人
伸手的意图，出于自我保护发动攻击，不
是蓄谋故意，因此也无过错。要怪只能
怪养狗人，出门要是给狗套上链子，一直
用手牵着，这事就不会发生了。

有的养狗人则很文明。上周四早
晨，在平安大道上，就见到一个中年人骑
着自行车，车后座上绑一根两米长左右
的绳子，牵着一条大黄狗。这样一来，狗
狗不在马路乱窜，也不会追逐行人，挺好。

杭州金某，如果出门给自己的宠物
狗套上绳子，也就不会有狗追孩子、殴打
妇女、麻烦警察、触碰法网、引起公愤等
一连串事情的发生。

狗还有一个特点，主人在旁边时容
易狗仗人势，特别凶猛，敢于狂吠、追逐、
攻击任何对象，不管是比它弱小的还是
强大的。总之，出门遛狗还是用绳子牵
着比较好。

希望有关部门来管一管

邢天明 （宝丰县国土资源局）
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农村人养狗

可以看家护院，牧羊人养狗可以保护羊
群，城市人养狗大多是逗着玩儿。其实，
无论在哪里养狗，只要不影响到别人，都
无可厚非。可是，一些人养狗不讲文明，
不仅影响别人的生活，甚至给别人造成
危害。

几年前，我参加一个宴会，同席的一
个人带着一只小宠物狗。他把宠物狗放
在自己腿上，不停地用手抚摸它，还不停
地和它说话，菜刚一端上来，他就夹一块
儿牛肉让狗先吃，完全不顾其他人的感
受，搞得大家都很不愉快。

现在，城市里带着狗遛弯儿的人越
来越多，狗狗到处拉屎撒尿，主人及时清
理的很少，结果是弄脏了环境，影响了别
人。还有的狗狗爱跑到别人跟前嗅来嗅
去，小孩儿被吓得大哭大叫；有些烈犬，
见到人时不但狂吠不止，还会猛地冲过
去，令人惊慌失措，甚至造成意外伤害，
引发纠纷。

凡此种种不文明养狗行为，不仅应
受到道德谴责，有关部门还应该来管一
管，杭州的做法值得借鉴。

背
景

■ 下期话题预告

11 月 19 日，记者从市园林绿
化 监 察 大 队 了 解 到 ，我 市 将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新版《平顶
山市城市绿化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
与老版相比，新版《条例》首

次将绿地纳入城市规划系统，绿
地建设、养护管理等方面的内容
全面细致，处罚内容更具体、处罚
金额标准提高。比如，其中明确
规定，新建区的绿地面积应当占
用地面积的 35%以上，改建旧城区
的绿地面积应当占总用地面积的
25%以上；鼓励单位和个人参与城
市绿化建设和养护；鼓励垂直绿
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
植、砍伐城市树木；确需移植或砍
伐树木的，应当向城市绿化行政
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经审
批；在树旁和绿地内倾倒垃圾、污
水等损害城市绿化及设施的行为
都将受到处罚……（详见 11 月 21
日《平顶山晚报》A3版）

今年是“四城联创”的攻坚之
年，其中重要一项就是确保“国家

森林城市”复审通过。11 月份，喜
讯传来，我市成功通过复审，继续
保持这项国家级生态建设最高荣
誉。自 2013 年我市创建成为“国
家森林城市”以来，市委、市政府
更加重视林业生态建设，立足于
我市资源型城市的特点、生态环
境脆弱的实际和区域可持续发展
的需要，积极响应群众改善生态
环境的期盼，以生态文明理念为
引领，把林业生态建设作为“千年
大计”。市九次党代会中，更是提
出“打造宜居宜业的生态绿城、近
悦远来的旅游名城”的宏伟目标。

搞好城市绿化，对于改善城
市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提高人
民群众生活质量，促进城市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均具有重要
作用。

下期话题：我市出台新版城
市绿化条例

书面来稿请寄至本报专副刊
部 。 电 子 信 箱 ：baixinghuati@qq.
com，请在邮件主题栏注明“话题”
字样。截稿日期为11月29日。

明年起，我市将实施新版城市绿化条例

养狗事小 文明事大

经平顶山市人民政府批准，以网上拍卖方
式出让以下 1（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平顶山市国土资源局委托平顶山市大地国

土资源交易中心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拍卖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具体以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指标为准，详见
《地块规划复函》。

二、竞买申请条件和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
他组织，符合网上出让公告或出让须知中明确的
资格条件，均可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拍卖活动。
三、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按

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
（1）地块如果未设底价的，报价最高者即为

竞得入选人。
（2）地块如果设有底价的，报价最高且不低

于底价者即为竞得入选人。
四、报名及保证金截止时间
竞买申请人可在 2018 年 11 月 24 日至 2018

年 12月 13日登录河南省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
（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请，竞买保证
金到账截止时间为 2018年 12月 13日 16时。

温馨提示：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延
误，影响您顺利获取网上交易竞买资格，建议您
在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的 1至 2天之前交纳竞买
保证金。

五、拍卖时间及网址
拍卖报价时间为：平 XC（2018）042 号地块：

2018年 12月 14日 10时 00分 00秒；
拍卖网址：河南省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

（http://www.hngtjy.cn/home.jsp）。
六、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拍

卖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拍卖出让须知及其
他出让文件可从网上交易系统查看和打印。

七、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让实行竞

得入选人资格后审制度，即竞买申请人在网上交
易系统按规定递交竞买申请并按时足额交纳了
竞买保证金后，网上交易系统将自动颁发《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保证金到账确认书》，确认
其竞买资格，出让人只对网上交易的竞得入选人
进行资格审查。如因竞得入选人的资格审查未

通过，造成本次出让地块不成交的，由竞得入选
人自行承当相应责任。

八、风险提示
竞买人应该谨慎报价，报价一经提交，不得

修改或者撤回。网上拍卖开始后，方可参加限时
竞价。

操作系统请使用 WinXP/Win7/Win8；浏览
器请使用 IE8.0、IE9.0、IE10，其他操作系统与浏
览器可能会影响您正常参与网上交易活动。数
字证书驱动请到河南 CA官方网站下载，并正确
安装。请竞买人在竞买前仔细检查好自己电脑
的运行环境，并先到网上交易模拟系统练习，以
免影响您的报价、竞价。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375-2633333
联系人：李学辉、贺晓文

2018年11月24日

平顶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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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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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于
3.2

建筑密度
（建筑系

数）

不大于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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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两鬓斑白被质疑年龄造假，到扎
根基层赢得交口称赞，发生在“八零后白
发书记”李忠凯身上的这出“反转剧”，迎
来了暖心结局。许多围观者不仅为李忠
凯的个人事迹所感动，也开始更多地关
注基层干部的工作状态。

诚然，头发早白可能不全是因为操
劳，但基层干部任务多、压力大也是不争
的事实。据李忠凯介绍，一到湾碧乡，他
就负责水电站移民搬迁工作，在实现 5
个“100%目标”后，又肩负了脱贫攻坚的
重任。勤勤勉勉工作 6 年，贫困户一户
户减少，白头发一根根增加。意外走红
的李忠凯背后，是一个默默无闻、埋头苦
干的庞大群体。面对他们的辛劳，我们
有理由报以钦佩、送上掌声。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事
务纷繁复杂，一线干部每天面临着各种
各样的细碎事，压力可想而知，但也正如
李忠凯所言“基层干部不怕累，就怕不被
理解”，基层工作远非想象中那么简单，
往往是身累心更累。一方面基层矛盾复
杂交织，许多政策涉及百姓切身利益，难
免有些人会不理解不配合，让干部吃“闭
门羹”、受“窝囊气”。而另一方面，来自
上头的诸多考核特别是走样考核也让基
层干部“头疼”不已。既要抓项目，还得
忙开会，既得写材料，还得做接待，在迎
来送往中疲于奔命，不仅占用了大量服
务群众的时间，还加深了不少老百姓对
基层干部群体的误解。这样的“心累”，
远比基层各种难题带来的“身累”更加打

击积极性。
基层干部以服务人民为使命，夙夜

在公是职业特性，需要讲奉献。但他们
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普通人，除了披坚
执锐干工作，也需要必要的关怀和保
障。我们讲要关心爱护基层干部，除了
要想方设法给其多松松绑，也要扩大其
干事创业的空间，增强他们的职业获得
感。上个月，中办印发《关于统筹规范督
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要求精简考核
任务，就是给基层“松绑”的“及时雨”。
此外，职级与待遇挂钩、向基层倾斜晋升
渠道等等措施，也都体现了暖人的组织
温度。

组织在行动，民众能做的事情也有
很多。接受采访时，李忠凯几乎三句话

不离核桃、花椒、芒果等特产以及当地秀
美的自然风光，希望更多的人能到当地
走一走、看一看。与他一样，很多基层干
部工作在田间地头，没有那么多虚头巴
脑的要求，只想能多些实际支持。现在，
已有企业主动联系湾碧乡，还有不少网
友踊跃购买贫困地区的农产品，为脱贫
出一份力。类似行动还可以乘着这阵

“白发干部”热，多些、再多一些。
从青年到中年，扎根基层的李忠凯

干出了一番事业。实践证明，在责任大、
困难多的地方磨砺自己，才能经风雨、见
世面、壮筋骨、长才干。广大青年干部多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才能在未来的职业
道路上走得更实。

（原载于《北京日报》）

鲍南

多给基层干部一些关怀

浙江杭州余杭区的徐女士带孩子在小区门口散步时，遇到未拴绳的宠物狗。因小狗追逐吓到孩子，徐女士用
脚驱赶，却因此与狗的主人金某发生口角，并被金某殴打致左手环指骨折。事后，徐女士报警，警方介入调查。11月
6日，余杭公安发布消息：金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已被余杭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随后，杭州市启动“不文明养狗”集中整治行动，从 11 月 15 日开始，对违反规定携狗出户的行为，将从重处罚，
起罚标准从200元提到400元。

放眼鹰城，养狗同样越来越普遍，遛狗成为街头一景。与此同时，遛狗不牵绳、烈狗伤人、狗吠扰民、狗狗粪便
不清理等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引起矛盾冲突乃至恶性事件。

11月23日，新华区光明路街道迎宾社区，工作人员在悬挂文明养犬提示牌。
本报记者 王尧 摄

连日来，关于狗的新闻频频登
上热搜。文明养狗，这个老生常谈
的话题再度引发舆论关注和热议。

平心而论，文明养狗真不是什
么难事。出门遛狗时，给狗拴上链
子防止伤人，难吗？狗狗排便了，
用纸巾把粪便包起扔入垃圾箱，难
吗？休息时间给狗戴上嘴套，以免
打扰别人，难吗？之所以很多人视
若无睹，一方面是内心的文明意识
不足，另一方面与管理缺位有关。

诚然，养狗是个人自由和权
利，应该尊重。但是，当由养狗引
起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多甚至危害
到公众安全时，养狗就不仅仅是个
人的问题了，而是必须正视并亟须
解决的社会问题，与之相对应的规
则和义务也就不能继续置若罔
闻。“勿以善小而不为”，生活在公
共空间，只有明事理、懂规矩、不逾
矩，时时牢守文明、处处牢记规则，
才能更好地享有权利和自由。

然而，仅靠个人自律和道德约

束，远不足以解决养狗问题。社会
的文明，离不开持续的管理。目
前，不少城市在原有基础上制订了
更加严格的养狗管理规范。早在
2009 年，我市就曾出台《城市养犬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但不文
明行为仍然屡禁不止。“慎乃出令，
令出惟行。”如此，才能起到约束作
用。鉴于此，呼吁有关部门除了制
订文明养狗的刚性规则，还要强化
执法行为、加强监督管理，确保不
文明行为受到惩罚。

改革开放40年来，鹰城大地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社会
的不断发展，探索与之相适应的管
理制度、培育与之相匹配的文明意
识，尤为迫切。当前，我市正在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全市人民和
有关部门以此为契机，强化自律和
管理，人人敬畏规则，争做文明使
者，让“养狗必办证”“遛狗必拴绳”
等文明养狗观念深植于心、成为自
觉。 （榴莲）

文明养狗，要自律也要管理

将虚构身份信息的女子介绍给
贫困农村单身男子，以订婚购买首
饰、衣服、手机等名义，索要几万元至
十余万元不等的彩礼。结婚后女子
以各种理由离开，携款潜逃。

记者近日从多地公安机关获悉，
相关案件频发，仅湖北、河南、安徽三
省不完全统计，今年已立案数十起，
另有大量线索在追踪。

新华社发

“骗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