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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声中一岁除，火树银花不夜天，热闹的爆竹声

和烂漫的烟花雨，是很多人记忆中的年味。过年能不

能燃放烟花爆竹？新春将至，很多人又一次发出这

样的疑问，尤其今年，关于烟花“禁”与“放”的话题，

再次成为舆论热点。有媒体开设“过年能不能放鞭

炮”的投票，202 多万人参与，其中 201 多万人投了

赞成票。

能否变“禁燃”为“限燃”？省政协委员报到，带来

很多老百姓关心关注的话题，这也是今年省政协委员、

浙江传媒学院教授葛继宏关注的焦点之一。

为此他建议，给烟花爆竹赋上“安全健康码”，让年味平安

归来。

烟花爆竹能不能有“安全健康码”，省政协委员：

改禁燃为限燃，让年味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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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健康码，让烟花全流程可追溯

“大疫三年，民众希望在传统的鞭炮声中迎接新生活，禁燃多

年，少了热闹，也淡了‘年味’。”葛继宏的记忆中，是爆竹声声让过

年充满了氛围和期待，“以前大年三十晚上，会穿上新衣服，等待跨

年的那一刻响起的热闹鞭炮声。”

禁燃多年，对于现在的很多孩子而言，甚至都不知道鞭炮是什

么。“过年变得越来越简单，仪式感也淡化了。”在葛继宏看来，这说

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生活好了，民俗和文化更不能丢。”

对烟花爆竹，是“禁”还是“限”，其实是在情与理中找到环保安

全和尊重民俗之间的平衡，找到各方诉求的“最大公约数”，这也是

对地方治理能力的一次考试。

“反对的主要原因，就是安全和环保存在问题，其实也是倒逼

相关企业不断改良和创新。”葛继宏了解到，自 2013 年新国标实

施，对烟花爆竹的规格、药量等有了明确规定，大大减少了燃放烟

花可能造成的人身伤害。此外，随着科技进步，现在已经生产出一

系列药量小、噪音低、安全又环保的烟花产品，以适合城市环境的

燃放，例如北京理工大学刘吉平教授在 2018 年就已经研发出“无

烟、无硫”的“硝化竹纤维素制备的火药”。

“敢为人先的浙江，其实应该尝试找到一种平衡，为全国提供

做法的参考和样本。不是说马上改，而是可以做一些尝试。”葛继

宏提到了烟花爆竹的“安全健康码”，“建议借鉴疫情以来健康码和

场所码的应用，让烟花爆竹做到全流程可追溯，结合数字化手段进

行更好的管控。”

葛继宏提到，就像租借共享单车一样，扫一扫车辆自带的二维

码，就能追溯路线、行车时间等信息。“烟花也可以设置这样的安全

锁，只有符合燃放条件，在规定区域扫码才能解锁。”而“安全健康

码”里还可以追溯烟花生产企业，并与燃放者的诚信挂钩，“等于给

燃放者的道德也上了一道‘安全码’，用科技手段解决问题，安全有

序燃放，也能体现文明浙江的素质和温度。”

提振的是民心，也是经济
从经济层面来说，烟花爆竹背后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牵扯着

产业发展、拉动消费、解决就业等方方面面。

“我们可以设立‘烟花税’，将税收用于研究解决环保、安全等

问题，给予消防、公安、环卫等协同成本，从而实现良性循环，促进

花炮行业健康有序地发展。”葛继宏提到，现在常说到“振兴”，其实

也是“提振人心”的“心”。

“当然不是通过燃放烟花爆竹就能实现，但这是一个导火线，也

是助推剂。”葛继宏提到了卡塔尔世界杯的“足球烟花”，“我们也可

以根据节庆，组织燃放具有中国特色的吉祥文字和图案的烟花。”

尤其浙江水系多，拥有得天独厚的燃放烟花地理优势。“杭州

钱塘江两岸，早年也办过烟花大会，现在又有了灯光秀，是不是可

以每年举办一次烟花大会？不仅可以在两岸欣赏烟花，也可以乘

船沉浸式体验，还可以结合宋韵文化，打造一场‘钱塘汉服烟花大

会’。”而省内各地可以结合各自的地标、特色，打造有辨识度的烟

花大会，“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打造文旅新名片。”

本报讯 昨天下午，参加省第十四届人大一次会

议的代表们，从四面八方前往各驻地报到。

作为换届之年，本次省两会上，这些新老代表们最

关注的话题是什么？

新代表：紧张期待，认真履职
疫情防控期间，省人大代表、杭州市第一社会福利

院医疗康复科科长陈映红及机构内的工作人员一直坚

守在工作岗位上，共同守护着老人的健康。她说：

“现在，‘保健康、防重症’是疫情防控的重中之

重，我们责无旁贷。”

陈映红笑着说：“我是第一次参加省两

会，有点紧张，也比较激动，感觉自己带着沉

甸甸的使命。我会好好珍惜这次机会，将

这份荣誉化为履职的动力。”

在养老机构工作了十余年，陈映红格外

关注养老服务相关的话题，“近几年，政府出台

了不少政策关爱守在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大家

都很感恩，也希望养老机构的医护人员能够覆盖

到。”

下午3点，绍兴代表团的代表们先后抵达驻地，签

到、领取材料⋯⋯完成报到后，代表们有的交流履职心

得，有的回到房间继续修改完善建议，也有新当选的代

表向有经验的老代表请教。

在驻地，钱江晚报记者见到了一位老朋友，也是

这次履职代表里的新面孔——95 后新农人朱梦

黎，绍兴市沃宝农庄负责人，这是她首次当选

省人大代表。年纪轻轻的朱梦黎，平日里整

天和泥巴打交道，开农机、无人机样样技能

都会，在村里的同行眼里，她是机械化农业

的先行者。

这次朱梦黎带来的议案与农创客有关，

“农创客是农业创业创新人才队伍的新生力

量，但从现状来看，农创客发展总体还处于起

步阶段，缺技术、缺渠道、缺经验，在人才引进培

养与实际生产经营等多方面还有不少困难，如何凝聚

起农创客的力量，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老面孔：岗位变化，视野更宽
省人大代表、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高桥中心小

学校长周炜已连任三届省人大代表。代表履职的 11

年间，她在三所学校辗转任教，从副校长到校长。

她说：“职业身份变了，视野也不一样。担任

省人大代表的这些年，我会更多地从全局去

提建议。”

这次参会，周炜关注的是一老一小两个

话题，“第一个建议围绕老人，老人是疫情

中的弱势群体，而我发现乡村老人尤其是独

居老人，对疫情的认知度仍旧不高，建议建

立社区、村镇等网格化的管理，关爱老年人的

健康；第二个建议围绕幼儿，随着二胎、三胎放

开，幼儿园缺乏师资力量是个大问题，是不是可以建

立一个代课教师的资源库，将其任教表现的考核和选

拔合同制教师对接起来，让优秀的年轻人有更多留任

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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