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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内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

本报立场）

刚刚批评完湖北荆州的巨型关公雕塑

和贵州独山县的水司楼两大形象工程，近

日，贵州剑河县又被指建造 88米世界最大

苗族女神仰阿莎雕塑。

仰阿莎是苗族神话传说中的女神人

物，近年来，当地每年举办仰阿莎文化节

吸引游客。2016年，该县投资 6亿多拟修建

仰阿莎文化广场。2017 年，又耗资 8600 多

万元建了仰阿莎雕塑。

与此同时，剑河县一直是国家级贫困

县。直到今年 3月，剑河县才退出贫困县序

列。近日，有网友航拍了仰阿莎雕塑，质疑

其是当地政府打造的“形象工程”，不如将

巨额资金用于扶贫。

对此，该县宣传部一名工作人员表示，

全县为全力突击、投入脱贫攻坚工作，当

地政府近三年来将所有资金都用于突击

脱贫攻坚的工作中，原计划建设的仰阿莎

雕塑的一些附属设施中途已暂停建设。

应该说，这个县的领导转弯还算转得

快，如果也像独山县那样最终把欠账弄到

400亿这样的天文数字，而不肯悬崖勒马，

那就是既害人也害己了。

这些案例，对全国各地都应该具有重

要的警醒作用。岳阳作为一座以旅游业为

主攻方向的历史文化名城，方方面面尤其

要高度重视，避免重蹈覆辙。

有些项目，听起来确实非常吸引人，可

是如果不仔细论证就草率上马的话，很有

可能带来劳民伤财的恶果。有一年两个骗

子要在南湖对面龙山顶上修建“中华第一

世龙”，名噪一时。

基座都建起来了，被发现他们在以此

向银行贷款，才及时叫停。当时的决策者

是明智的，如果不及时果断叫停，结果跟

荆州的关公巨像有何区别？而且巨额的债

务责任，一定会落到政府肩上。

后来山顶的龙座被拆除了，湖心的缆

车也被拆除了，可是树欲静，风不止，类似

的所谓“文化项目”（有的一听就很荒唐）

一直没有停息过，盯着岳阳这块肥肉的眼

睛特别多。

决策者们在拍板时，一定要多考虑一

下地方和百姓的利益！

打造人居环境整治升级版
让农村更加美起来

□秋江

□异想天开

多管齐下解决营养餐的浪费问题

□余民强

“仰阿莎”引起的联想

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生态宜居乡村，

是城乡协调发展的需要，是生态保护的需

要，是持续发展的需要。10月 20日下午，我市

召开打造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升级版工作讲评

会，旨在巩固成果，擦亮品牌，推进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升级。

乡村振兴的成色，要靠清洁美丽人居环

境打底色。今年以来，尽管遭遇疫情、汛情的

侵袭，但全市上下齐心协力，把疫情防控抗

洪救灾和人居环境整治结合起来，真抓实

干，焕发出新时代乡村万木生芽的新面貌，

华容县莲花堰村、岳阳县清水村、岳阳楼区

麻布山村等一批梦里“桃花源”的美丽乡村

不断涌现出来，这是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的生动注脚。

诚然，前段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取得

了明显成效，但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句

俗语说得好：“成绩不讲跑不了，问题不说不

得了。”是指领导干部的问题意识，就是善于

发现问题、敢于面对问题、勇于承认问题、长

于解决问题的能力。还存在政策宣传不到

位、工作推进不平衡、集镇环境待提升、垃圾

清理待加强等问题，如果看不到、不加以解

决，后果就一定会“不得了”。

打造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升级版，是市委、

市政府在新形势下提出的新要求。乡村振兴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

美好。美好的生活，离不开越来越鼓的“钱袋

子”，同样离不开的还有干净整洁有序的“美村

子”。作为临长江倚洞庭的岳阳，肩负着习近平

总书记“守护好一江碧水”的重任，更应该突出

生态宜居这个关键，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以美丽乡村为城乡建设的支撑点。

如何打造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升级版，让新

时代的乡村更加美起来？

提高站位，打出一系列人居环境整治组合

拳。聚焦清理垃圾、“厕所革命”、疏清水体、治

理粪污、整理杂乱等影响农村人居环境重点

问题，下决心，出大力，集中整治，综合整治；

加速绿化硬化，并充实环卫人员，加强保洁力

量，务求见成效、换新颜。

凝心聚力，建立美丽乡村“长期抓、经常

抓”的长效机制。在夯实整治人居环境“硬件”

的同时，加强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的“软

件”建设，完善乡规民约，培育文明乡风、良好

家风、淳朴民风，动员干部群众合力抓、用心

抓、持续抓，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再上

新台阶，打造“有颜值”的乡村新名片。

当前，乡村义务教育学校的营养餐浪费

现象惊人，《中国城市餐饮食物浪费报告》显

示，学生营养餐人均浪费 216 克，约占供应

量的三分之一。政府实施农村义务教育营养

改善计划，目的是为了加强乡村中小学生的

营养，促进孩子健康发育和成长。但从实施

情况来看，营养餐好事却产生了意料不到的

浪费问题，必须深入反思。

早在 2011年 12月，国家开始实施农村义

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继而，2012年 6月，教

育部等 15个部门印发《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

养改善计划实施细则》等 5个配套文件，规定

学生营养餐应以肉蛋奶为主要供餐内容，供

餐模式应逐步以学校食堂供餐替代校外供

餐等。然而，现实情况却是，营养餐并不是完

全受中小学生欢迎，浪费现象比较严重，显

然背离了国家实施营养改善计划的初衷。

为什么营养餐这种好事却没能办好呢？

其一，享受营养餐的对象不精准。农村义务

教育营养餐的对象为全体在校学生，虽说这

样做，保障了公平，但说实话，当前，农村义

务教育在校学生并不是全部需要增加营养

餐的，许多在校学生甚至营养过剩，农村义

务教育在校学生的“小胖墩”不在少数就说

明了问题。其二，营养餐供餐食品不被学生

认可。营养餐供餐食品主要从营养角度出

发，口感在其次，学生不爱吃；供餐食品品种

单一，一个学期甚至几年不变，再有营养也

会吃厌。其三，学校没有营养餐供餐自主权。

营养餐一般都是公司配送，质量控制权不在

学校，学校只有接受、配发、监督的责任，吃

什么、口感怎样，学校基本没有发言权。

因此，不管是出于对学生营养健康的考

虑，还是出于对浪费粮食的心疼，我们都需

要认真反思这种“好事没办好”的现象。

首先，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要在

调研的基础上进行改善，政府要精准识别享

受农村义务教育营养餐的对象，精准供餐，改

“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其次，力戒营养餐

运行过程中的形式主义，提高营养餐的质量，

让孩子们真的喜欢吃；第三，扩大学校营养餐

的自主权，将营养餐的食品采购和质量监管

权还给学校，让营养餐的食品更加丰富多彩；

第四，花大力气，真正铲除贪污营养餐餐费的

硕鼠，确保营养餐能真正成为营养；最后，办

好营养餐这件好事，在提升营养餐质量的同

时，节约粮食的观念也要落实到位，及时补上

勤俭节约这份精神成长的“营养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