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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病好了，我还要帮着孩子上大学。”被推进手术室

前，病床上吸着氧气挂着营养液的王坤森老人面颊消瘦，声

音不如往日洪亮却依旧坚定，“只要我有一口气，我的心愿

是永远不会变的。”

捐资助学是一项为世人称颂的善举，王坤森老人坚持

拾荒助学11载的事迹，感动了无数人。

“生命不息，爱心不止。”这是王老最常说的一句话，并

付诸实际行动。十余年里，老人几乎风雨无阻，每天都会佝

偻着背夜出拾荒，坚持用亲手劳动所得，帮助困难学生上大

学。去年，老人还将积攒的 7 万余元捐赠给浙江大学。而

与行善的大方相比，老人对自己却特别“抠”，甚至护工阿姨

为他擦洗有时一下用两张纸，老人都会默默把干净点的那

张再折回去收好。

心怀大爱，平凡至伟。近年来，随着年纪的增大，王老

的状态大不如前，但他的爱依然继续。今年2月，91岁高龄

的王老庄重地签下了遗体捐献志愿书，决意身后将遗体捐

献给曾经工作多年的浙大医学院，成为学生们的“大体老

师”。“燃尽自己，照亮他人，这是我最后的光荣。”一位普普

通通的老人，最后连自己也捐了出去，怎能不令人肃然起

敬。

德不孤，必有邻。像王坤森老人一样心怀大爱的，现实

中不乏其人。杭州 103 岁“爱心老奶奶”的事迹，曾一度刷

屏。方爱兰老人终生未嫁，对自己有近乎苦行僧的节俭，弟

妹们寄来的钱她都攒起来，捐资助人近 40 万元，资助了 18

名寒门学子。去年 7 月 24 日，方爱兰与世长辞后完成了最

后一次崇高的捐赠，刷新了捐献遗体最高龄老人这项可敬

的“浙江纪录”。

普通人做的这种不普通的善举，最能触动人心。两位

老人家，他们的捐赠数额虽然并不算高，但正是这种省吃俭

用一分一厘积起来的“巨款”，传递了人间大爱，更闪耀着爱

的光辉。

王坤森老人的善举，已经溢出了校园，实现了爱的传

递，产生了深远的意义。如今，以老人命名的“王坤森助学

金”，已经吸收了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 70 多万元善款。作

为留本基金永久用于助学事业，今年秋季开学后，每年计划

资助7名学生。

“帮助贫困学生是我一生的信念，要一直做下去。”祈愿

王老早日康复！

不普通的善举
最抚凡人心

普 通 人 做 的
这 种 不 普 通
的善举，最能
触动人心。两
位 老 人 家 省
吃 俭 用 捐 献
的“巨款”，传
递 了 人 间 大
爱，更闪耀着
爱的光辉。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 2023 年 12 月 1 日起施

行。《办法》聚焦企业反映的堵点难点问题，对拍黄瓜、泡

茶等简单食品制售行为作出了简化许可的规定。食品经

营者从事解冻、简单加热、冲调、组合、摆盘、洗切等食品

安全风险较低的简单制售，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适当简化设备设施、

专门区域等审查内容。

细细咀嚼这则新闻，再联想到之前餐馆卖个“拍黄

瓜”“拌木耳”，动辄被打假、天价索赔或者罚款的事，就能

感知到这个新规定的柔性与善意。

餐馆卖个“拍黄瓜”，要么被职业打假人高额索赔，要

么就是被举报到监管部门，面临数千上万元的罚款。此

类情况经常上演，也引发不少争议。

一份“拍黄瓜”，怎会让餐馆陷入到这种困境？症结

在于，这些餐馆的经营许可证没有冷食类制售项目。对

此，很多人的正常反应是，没有就去办呀。可现实却是，

办理冷食许可要求高，需要有一定的场地，还有一定的设

备成本，大多普通小餐馆根本负担不起，也很难申请到。

这是很多小餐馆的普遍痛点和难点。

也因如此，这些没有办冷食许可的小餐馆，只要有人

举报，一查一个准。据企查查App显示，经营许可证没有

冷食类制售项目被行政处罚的餐饮店，已经有上千家。

还有很多餐馆被职业打假人敲诈勒索，直接忍气吞声，无

奈交钱了事。

如今，“拍黄瓜”等简单食品制售将简化许可，意味着

以后餐馆申请冷食许可，会变得更加容易。如果餐馆都

能顺利申请到冷食许可，那就再也不用担心被人举报，被

职业打假人“围猎”。

对于“拍黄瓜”“拌木耳”这样的现实痛点，国家相关

部门能及时反应，且在制度上做出实质性反馈，以制度回

应民生关切，纾解民生难点，让餐馆可以安心经营、放心

经营，确实值得肯定。

近年来，“小错重罚”“过罚不相当”的事情时有发生，

如果都能像此事一样，在制度层面及时纠偏和调整，让人

性化的理念注入规章制度，让情理与法理交融与共，才能

真正终结“小错重罚”“过罚不相当”，进而更好护佑社会

的“小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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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读 钱江晚报评论版《读端》栏目邀请专家学者、活跃网友等各行各业人士，点评潮新闻客户端的新闻报道。虽寥寥数

百字，但这些独到的短评，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或换个角度看新闻。我们将这些散落的珍珠收集起来并串珠成

链，供更多人品读，也欢迎大家上潮新闻客户端参与讨论。

“读端”在线，欢迎发声“读端”在线，欢迎发声

杭州市委常委、萧山区委书记王敏：

湘湖就如同西湖之于杭州，既是一

张金名片，也是最宝贵的资源。唱好“西

湘记”，我们既要学西湖，也要保持特色、

错位发展，全力建设一个“新”湘湖。

这个“新”湘湖，“新”在要超越传统

意义上景区、度假区以自然风貌、休闲旅

游为主体的概念，借助世界旅游联盟、中

国美院湘湖校区、院士岛等“顶流”的支

撑，建设集生态风貌、历史文化、休闲旅

游、科技创新为一体的产城人文湖深度

融合的样板区，成为媲美西湖、代表杭州

的又一张世界级金名片，成为推动萧山

从县域向都市全面转型提升的强大引

擎。

我们要看到湘湖与西湖在人文历

史知名度、景区建设与管理等方面的差

距。比如，虽然湘湖景区接待国内外游

客人数是西湖的三分之一，但“丝滑”进

出景区的体验感远远不及西湖，无法

完成从“流量”到“留人”的转变；虽然

湘湖目前产业有一些起来了，但还没有

形成规模，独具特色的书店、民宿、茶

室、咖啡馆、购物中心等配套还远远不

够⋯⋯

未来，萧山要聚焦“美而优”的湖景

环境、“特而活”的文化底蕴、“精而细”

的服务管理、“新而全”的创新生态，实

现自然风貌、人文形象、景区品质、湖产

城深度融合的全面跃升，将湘湖建设成

为中国最美生态湖景区、世界级旅游度

假区、跨湖桥文化和吴越文化集中展示

地、中国视谷和萧滨一体化核心承载

地。

新闻回顾：历史上，西湖与湘湖都是钱塘江的潟（xì）
湖，一北一南镶嵌在绿色之中，恰似一对碧玉。清代《萧
山县志》中就有记载，时人多称西湖与湘湖系“姊妹湖”。
自古以来，这对“姊妹湖”受到文人墨客的喜爱，李白、陆
游等著名诗人，都在此留有不朽诗文。

不久前，一场以唱好“西湘记”、缔结“姊妹湖”为主题
的战略合作仪式在杭州举行。人文山水，素来是西湖与
湘湖永恒的生命力。如今，隔钱塘江相望的西湖与湘湖
跨江认亲、两湖融合，又绝不是简单合并同类项。这对于
杭州打造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意义非
同小可，或将在文化复兴和创新涌动中，寻找新的杭州坐
标、浙江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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