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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风

近日，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第四十五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中国“普洱景
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
国世界遗产数量增至57项。

万亩茶林，纵横古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
观”申遗成功，意义重大。它不仅是云南省第6项世界遗
产，更是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填补了全球茶
叶世界文化遗产的空白。茶起源于中国，盛行于世界。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成功，将向世人有力
展现我国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以及茶文化、茶产业的
保护、传承和发展。

很多网友都在问，“为什么是景迈山？”回溯“普洱景
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成功，它已留下多重启示。

地方特色“招牌”要立住，有序可持续发展，必须立
足优势，结合实际，在实践中找准定位。众所周知，万
亩景迈山古茶林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种植年代最久
远、连片面积最大、突出普遍价值最高的人工栽培型古
茶林。然而，在上世纪 90 年代，景迈山古茶林也曾短
暂走过“弯路”。当时，景迈山也试种了高产台地茶。
不过实践最终证明，茶叶产量虽然上去了，但是却卖不
上价钱，还滋生出一系列次生问题。为了保护古茶树，
当地政府相继出台多项规章制度，村民也修正操作方
法，给台地茶“做减法”，才找回了“林下茶”种植的传
统。“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成功的启示之
一，就是在地方发展和产业“上马”上，不可盲目跟风，
仓促决策，而要立足传统优势，结合实际，敢于纠错，沉
心发展。

进一步看，“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成功
的背后，还有人与自然良性互动，坚定走可持续发展之
路的启示。在时间的长河中，当地逐渐摸索出一套宝贵
经验。例如，世居民族形成独特的村寨布局和设计、电
网电线改造“让道”于古茶林等。诸多细节背后，传递的
正是珍惜手中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人与自然良性互动、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事实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能够申遗成
功，可谓“十年磨一剑”，更倾注了一份脚踏实地，多方尽
全力保护管理的责任。“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
遗这条路，一走便是13年。这其中，有对古茶林生态保护
的摸索实践，也有当地政府管理和基层村民自治结合的
努力，更有不断探索遗产地活态保护的心血。国际古迹
遗址理事会在其评估报告中，对“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
景观”保护管理作出高度评价，认为该遗产符合真实性、
完整性要求，保护措施有效覆盖全部价值载体，遗产监
测、管理系统科学高效。这无疑是对“普洱景迈山古茶林
文化景观”申遗前后，保护管理理念、方式和能力的认可。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成功，是一面宝
贵的镜子。它带给人们的启示和借鉴，不仅在申遗之路
的经验，更在于千百年来，当地“林茶共生，人地和谐”
的人与自然良性互动、可持续发展。

“景迈山古茶林”
申遗成功的多重启示

□徐剑锋

9月20日上午，市民政局在香洲区翠香
街道优特社区餐厅举办全市首批8处“长者
饭堂”提质增效示范点授牌活动，市人大、市
政府、市政协有关负责人及部分社会代表参
加活动。（本报9月21日03版）

一口热乎饭，满满获得感！长者饭堂
“暖胃更暖心”，不仅守护了老年人“舌尖

上的幸福晚年”，而且提升了公共养老服
务质量。

我们正大步迈入老龄化社会，当下不
少老年人特别是空巢、独居、孤寡等老年
群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往往是从吃上一
顿可口饭菜开始的。这几年，珠海聚焦

“舌尖上”的养老问题，因地制宜、分类施
策，越来越多的长者饭堂开门迎客。我市
首批 8 处“长者饭堂”提质增效示范点授
牌，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总结经
验、完善机制，根据老年人居住分布情况
和服务需求半径，科学规划、以点带面，不
断扩大高质量助餐配餐服务的覆盖面和受
益面，让更多长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幸福

“食”光。

长者饭堂建设有力度更显温度，饭菜
质量与安全是必须守牢的底线。正所谓

“众口难调”，老年人对饭菜的要求很多，
要结合饮食特点、策应不同需求，从荤素
搭配、营养丰富、合理均衡入手进行烹饪
制作。同时，要强化与市场监管部门的无
缝对接，切实把好食品安全关，让老年人
吃得安心与放心。

长者饭堂最大的特点是方便实惠，这
种供餐模式要走得更远，必须完善“政府主
导、市场主体、老人主角”的共担机制。要
按照“企业让一点、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
点、个人掏一点”的办法“众筹”，探索“公益
化+市场化”路径；要培育一批连锁化、专业
化、品牌化的助餐配餐服务企业；要搭上

“互联网+”快车，对孤寡老人等群体创新配
餐服务模式。只有不断完善制度设计，强
化兜底保障责任，找到经济利益与社会效
益、民生关怀的最大公约数，才能让长者饭
堂实现可持续经营。

在珠海，长者饭堂里既有价廉物美的
饭菜，也有融洽的用餐氛围，老人们边吃饭
边拉家常，可谓其乐融融。长者饭堂亦是
社交场所，在满足就餐需求的基础上，要更
加关注用餐长者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
进一步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整合资源要
素，拓展服务范畴，打造邻里交流、志愿服
务、政策宣讲等多平台的“长者之家”，切实
满足老人们多元化养老需求，让他们的晚
年生活更加有滋有味。

长者饭堂守护老年人幸福“食”光

□沈峰

为进一步普及 AED 使用知识，提升香洲
区壮华学校全体教职工基础急救知识和技
能，9 月 19 日晚，梅华街道鸿业社区邀请香洲
区应急救援中心在壮华学校开展自动体外除
颤 仪（AED）使 用 暨 CPR 急 救 技 能 操 作 培
训。（《珠江晚报》9月21日02版）

自动体外除颤仪（AED）是临床广泛使用的
抢救设备之一，它用脉冲电流作用于心脏，实施
电击治疗，消除心率失常，使心脏恢复窦性心
律，具有疗效高、作用快、操作简便等优点。梅
华街道鸿业社区开展急救技能操作培训，以及
利用“民生微实事”项目申报两台自动体外除颤
仪（AED），一台设置在壮华学校，一台设置在鸿
业社区居委会。通过本次培训，教职工及部分
学生代表更好地了解和掌握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操作使用方法及CPR急救技能，提高了
大家从“第一目击者”转为“第一救援者”意识，
增强了大家应对突发事件的自救、互救能力，值
得肯定。

医学科学证明，在心脏骤停的 4 分钟内，
使用自动体外除颤仪（AED）电击除颤是抢救
心源性猝死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然而，据媒
体调查发现，公众对自动体外除颤仪（AED）
的认知水平不高，不会使用、不敢使用的情况
普遍存在。“只有人人都有救人能力，人人才
有获救机会”，各地在公共场合配置自动体外
除颤仪（AED）的同时，还需要长期开展包括
心肺复苏术、心脏除颤器使用等急救知识培
训，提升市民群众应急救护的意识和能力。

加强培训提高公众急救技能

加速包无法实现优先购票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郑洋洋

中秋国庆黄金周将近，许多热门线
路的高铁票一票难求。不少人只能把目
光投向第三方平台和代抢服务。高速、
光速、极速……各种名目背后，是手续费
的依次递增，在一些二手交易平台上的
代抢费用甚至高达上百元，令人咋舌。

自实施火车票实名制以及网络排队
候补购票以来，火车票“黄牛”得到有效
遏制。然而，近一段时间来，随着旅游市
场复苏，出行需求集中释放，节假日高铁
票总是“秒光”。这也让第三方平台的加
钱代抢服务再度吸引了众多用户。但令
人困惑的是，这些代抢服务到底管用
吗？如果不管用，凭什么收取额外费
用？如果管用，岂不是交钱就能“插队”？

近日，铁路有关部门负责人强调，任
何用户没有优先购票权，在第三方平台
购买的任何价格的加速包，都无法实现
优先购票。如此看来，一些平台收取的
额外抢票费用显然没有道理。更不用
说，类似“黄牛”行为本身就有违相关法
律法规。铁路部门秉持公平公正原则，
不断更新技术、完善管理，防止“黄牛”
通过技术手段“钻漏洞”“走后门”；有
关部门加强对第三方平台监管，加大对

“黄牛”打击力度，才能形成治理合力，

更好维护广大旅客合法权益和正常售票
秩序。

高铁票“秒光”，从根本上说，反映的
还是出行需求与出行供给之间的错配。
应当看到，随着消费不断回暖，全社会特
别是节假日期间出行需求仍将保持在高
位。让广大旅客安心出行，恐怕还得回
到优化供给上来。这就需要铁路部门在
增开列车、管理票价、优化销售方式等方
面下足“绣花功夫”。近年来，铁路部门
在一些高铁线路上采取动态票价，适当
上浮热门时段热门车次的票价，同时下
调冷门时段冷门车次的票价，这样的动

态浮动，对铁路部门的管理提出更高要
求，但也确实能起到一定调节效果。类
似的细致操作和政策创新，不妨再多一
些，并纳入铁路部门的常规“工具箱”。

交通出行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更好
满足群众的出行需求，提供更便捷更贴
心的服务，光靠铁路部门显然不够。充
分挖掘各地优质旅游资源，分担热点城
市客流压力；统筹铁路、航空、水运、公路
等交通资源，充分挖掘运力潜能；出台优
惠刺激措施，鼓励错峰旅游……给广大
旅客更好的出行体验，相关部门能做的
还有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