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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在钱江

晚报的评论版面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栏目“长

三角评论”。而在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

上，也已经出现了标有“长三角评论”的评论

文章。

这是钱江晚报评论部的最新尝试。

过去，长三角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地理

意义上的名词。改革开放 40 多年后的今天，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杭州乃至浙

江，已经与长三角密不可分，紧紧地融合在了

一起。整个长三角地区发展迅速，发展水平

相对接近，人文、历史关联性强，有着很好的

一体化基础，安徽人、浙江人、江苏人、上海

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长三角

人。

长三角人，共同在这片热土生活，欢笑、

沉吟、思考、关注，都有着相似的旨趣，这与

我们的环境密切相关：黄金周里，一脚油门

就跨省度假；亲戚朋友，也大多分布在这紧

凑的城市带中，走到哪里，几乎都能找到知

己；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交通卡、公园卡甚

至医保卡渐次打通，同城效益日显⋯⋯当我

们已经可以做到早上在杭州吃小笼包，中午

在上海吃大排面，晚上到南京夫子庙来碗鸭

血粉丝的时候，地域的区别已经渐渐被交通

拉近，一体化已经深入我们的生活。

长三角，就是长三角人共同的主场，我们

的评论关注长三角城市群中那些引发普遍讨

论的内容。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湖

州举行，我们为之鼓舞，“共绘一张长三角理

想图”；江苏的“高考状元”无缘清北，我们关

注，提出“应完善规则”；秦淮河大堤下开起了

餐饮店，时值汛期，我们质疑“防洪红线岂能

逾越”；浙江下大力气引进高水平学校，我们

期待有更多“家门口的好大学”；上海出台政

策对遗弃宠物进行处罚，我们认为好经验应

当推广⋯⋯

从这些早前的尝试中，大家可以看出，

凡是在长三角区域内能形成共同关注的内

容，都在我们的选题范围之内。我们不仅有

自己的评论员参与评论，更有一支专业的作

者队伍，他们是长三角地区或者关注这个区

域的专家、学者以及作家。

此外，无数关注长三角地区的读者，你

们 也 是 我 们 的 作 者 ，可 以 通 过 http://

mcn.8531.cn 选择钱江晚报评论部投稿，还

可以在阅读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上

的评论栏目里点赞，或直接发表您的宝贵

意见。

聚焦长三角共同话题，共谋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我们评论版见。

长三角评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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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师 节 马 上
就要到了，向
杨 明 等 老 师
致敬，期待更
多 的 人 接 力
前行，继续谱
写教育之歌。

在第 36 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杭

州小伙杨明被再次刷屏。

据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报道，

从杭州萧山戴村到贵州大山后，今年 36

岁的杨明如今已教书 11 年。他放弃了原

本月入过万的外贸工作，把青春和梦想都

洒在了贵州黔西。他的事迹之前被钱江

晚报多次报道，引发关注。面对网友的怒

赞，他一再表示自己不是“网红”，只是一

名普通的农村教师。

有过支教梦想的人很多，但囿于种种

因素限制，能真正付诸实践的并不多。像

杨明这样放弃高薪支教 11 年的，实属凤

毛麟角。有豪言壮语的人多，实干的人

少，他能坚持这么多年，令人由衷敬佩。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杨明老师并非苦

守，而是乐在其中。“有人说我放弃了很

多，实际上我收获得也很多，精神上的快

乐远远不是物质能比的，而这也是我内心

的渴求”“内心很充实也很满足”⋯⋯通过

杨明这些朴实无华的话，一位有仁爱之心

的“中国好老师”形象跃然纸上，这才是能

够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

杨明用爱心与行动改变了很多孩子

的命运。这 11 年来，杨明从微薄的工资

中挤出近 8 万元，帮助贫困学生 100 多人

次，成为众多山里孩子的“代理爸爸”，联

系公益组织、企业提供帮扶物资累计 100

多万元，惠及观音洞镇 15 所学校。涓涓

细流，汇成江河，他谱写了动人的教育之

歌。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杨明老师的事

迹，可圈可点的地方有很多，其中最值得

称道的，无疑是满腔的教育情怀。正是因

为这种对教育的执着和追求，他始终保持

一种激情，一种热爱，别人眼中的“苦差

事”，他却甘之若饴。正是杨明这样的老

师在播撒希望，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山里孩

子走出大山，茁壮成长。

其实每位教师心中都深植着一份教

育情怀，要唤醒那份情怀，需要大力弘扬

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也需要教师提高自

身修养。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教师节马上就

要到了，向杨明等老师致敬，期待更多的

人接力前行，继续谱写教育之歌。

正是这样的老师，给了孩子们希望

文 明 作 为 一
种社会行为，
不 应 当 量 化
为 简 单 的 积
分，没有任何
一 种 完 美 的
算法，能给一
个 人 得 出 是
否 文 明 的 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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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苏州市的

苏城文明码被标注“测试结束”。不久

前，苏州在“苏城码”APP（2.0 版本）上推

出了文明码，称之为全国首创，引发外

界热议。苏州文明码在功能介绍中，称

可作为警示和惩戒综合文明指数低于

下限人员的电子凭证，文明积分等级高

的市民将可享受工作、生活、就业、学

习、娱乐的优先和便利。这引起了网友

的关注。

对此，苏州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外界之所以对文明码有较大争议，

其实是对这个试行方案存在着一定的

误解，以及担心公权力过度介入私人和

道德领域。应当说，苏州此次的出发点

是好的，想利用数字科技将管理更上一

个台阶，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对问题的考

虑不够全面，以致于引发误解。

一些网友的看法不无道理。当社

会管理如此“精细”，把个人隐私置于放

大镜之下，用简单的标准严格管理，是

否有违法治精神？

法律是社会管理的标准底线，公共

政策的出台应当符合法治要求，具备确

定性、可预期性、可实现性等基本法治

特性。但是，此次苏州文明码的一些规

定在这方面似乎欠缺了点。

其一，对隐私权的考虑不够。的

确，如今健康码通行全国，对遏制新冠

病毒的传染起到很好的作用，但不等于

说什么事都需要弄个码出来。苏州之

前出了个苏城码 APP，后来又出了苏康

码，如今又来了文明码，数字化是好东

西，但在相关的法律没有健全之前，

“码”的使用不应过度，大数据是有使用

边界的，比如要尊重公民的隐私权。

其二，文明码的“文明分”设计不够

客观。按照设定，没汽车的人文明分会

比有汽车的人高，因为他们不需要开车

所以不会在开车上被扣分。文明积分

高的市民可享受工作、生活、就业、学

习、娱乐的优先和便利，有何法律依

据？是否有违社会公平？文明作为一

种社会行为，不应当量化为简单的积

分，没有任何一种完美的算法，能给一

个人得出是否文明的总结。

公共政策理应法治化，可以补全公

共政策的漏洞。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

在政策领域的具体应用，需要有公共政

策权力的合理约束和对公共政策程序

的适当规定。比如，按照程序举行听证

会，让群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

毕竟鞋子是否舒服，只有穿鞋的人最清

楚。

好在苏州有关方面表态说：“我们

也在反思，应该在测试前更多征求各方

面意见，且没能在第一时间跟进进行充

分解读，导致了外界的误解和误读。”这

是一个好态度，希望以后出台公共政策

时，更加谨慎、更加具有法治精神。

测试结束，“码”上改的态度值得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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