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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工作、做事情，方法至
关重要。方法恰当，则事半功
倍；方法不当，则事倍功半。

N 第三只眼

恶狗再造惨案、震惊全网。据报
道，10 月 16 日 8 时许，四川成都崇州某
小区，邓某与两岁半的女儿在楼下行走
时，遭遇一黑色罗威纳犬猛烈攻击，致
女童全身多处咬伤，右肾挫裂伤，右侧
肋骨骨折。目前，恶犬主人唐某已被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

按理说，恶犬伤人并非新闻，可为
何这次却引起全网共鸣和声讨？仔细
复盘此事过程，就能发现端倪：视频中，
那条无人看管、无绳拴养的罗威纳犬主
动攻击、紧紧追咬，堪称恐怖，隔着屏幕
都能感受到孩子的惨痛和母亲的绝望。
事发后，罗威纳犬的主人唐某并没有立
刻出现，也没有第一时间为自己的狗所
犯下的错误进行处理和道歉，而是在事
发第二天，才被警方带走接受调查……
显然，与以往恶性“狗咬人”事件如出一
辙的是，当事人的遭遇依旧值得同情，
这次狗主人不守规矩和消极对待的态
度，更加让人厌恶、不能容忍。

坦率来说，宠物狗确实能够给人们
提供陪伴，带来心灵慰藉。我国民法
典、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各地城市养犬管
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也明确规定，允许人
们文明养犬。但，愿望很美好，现实很
残酷——宠物随地大小便、不按规定注

射疫苗、遛狗不拴绳等行为时有发生，
当他人善意提醒或提出异议时，许多养
犬人不仅不道歉、不纠错，反而不屑一
顾，有的甚至恶语相向、大打出手，造成
的伤害成倍升级……此次恶犬伤人事

件，网友之所以群情激愤，其实不仅仅
是对涉事恶犬主人的声讨，更是对普遍
存在的不文明养犬行为的不满，还有对
相关规章制度形同虚设、执行效果不尽
如人意的质疑和困惑。

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然而，从近
年来的诸多案例来看，许多因不文明养
犬行为引发的纠纷，最终的处理结果，
要么是不了了之，要么是“赔偿”“道歉”
了事。违法成本如此之低，试问，谁会
惧怕这种没有露出“牙齿”的法律？谁
又会遵循停留在纸上的规章制度？而
谁，才能管好那本该栓于狗身的绳索？

狗狗需要实物绳，养犬需要法治
绳。还是那句话：“有制度不执行，比没
有制度危害还要大”。要让制度真正发
威、让养犬人拴好狗绳，动员千次，不如
严惩一次。在拴好狗绳这件事上，有人
建议“为何不考虑像整治酒驾一样治理违
规养狗者”“用入刑去震慑、引导”……
且不论这样的建议是否合理、是否具有实
操性，单就饲养宠物的家庭比例持续提
高背景下，进一步规范养犬行为、加大对
不文明养犬行为处罚力度而言，已是势
在必行、迫在眉睫。这次的惨痛教训，
也只是再一次提醒我们，文明养犬不能
仅靠口头呼吁和文明自觉，还要靠更严
的制度、更实的执法等外部压力来督促
实现。杜绝“狗咬人”的恶性事件再次
发生，恐怕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做。

谁来管好这根拴狗绳
虎 权

近日，银川市首批“科技副总”正
式走马上任。据报道，来自各大高
校、科研院所的 62 名青年科技人才
已陆续投身新能源、新材料、新食品
等多个产业领域的 53 家企业，助力
企业破题创新，共推高质量发展。

这是一场“双向奔赴”。科技创
新一直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通过

“科技副总”，企业链接的不仅仅是优
秀的科研人才，更是人才背后的高
校资源，可以说，此种柔性引才的
形式，为企业带去的是最新最前沿
的科技成果，无论是提升产业水平
还是转型升级，都更有底气。另一
方面，高校老师进驻企业并拥有一
定的“决策权”，不仅可以加快科技

成果的落地转化，真正把“把论文
写在大地上”，还能推动科学研究
更加市场化实用化，让科技更接地
气。从其他省市实践结果来看，这
一政策在不少地方都已结出了“硕
果”、实现了双赢。

就我区而言，伴随科技副总“入
职”的不仅有最新知识和创新活力，
更有各项奖惩措施，而最终目的只有
一个，那就是“能者上、庸者下”，让真
正的人才下得去、留得下、干得好，为
企业把脉问诊、发挥作用。我们也期
待各地都能在优化政策、操作细节上
下足功夫，不断完善，让“科技副总”
成为本地区和企业创新创业发展永
不落幕的“后援团”。

这样的“双向奔赴”可以再多些
宫炜炜

日前，我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召开
公共机构绿色低碳节能单位建设动
员会，提出各单位要持续开展绿色办
公、绿色消费等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倡
导行动，将绿色低碳节能融入日常办
公和生活中等各项要求。

公共机构是节能降碳的重要领
域，也是宣传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的重
要窗口。尤其是各级机关单位，既是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落实“双碳”目标
的管理者，也是践行者和推动者。在
此意义下，机关单位当好低碳节能的

“排头兵”，给各地干部群众做好表率、
做好示范，引领低碳生活新风尚，无
疑具有积极的社会效应和示范意义。

此次，我区召开绿色低碳节能单

位建设动员会，以点带面，向全社会
传递出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可谓非常
及时。但动员重要，能否落实到位、
做好绿色机关的“后半篇文章”更为
重要。小到一张纸的使用、出行方式
的选择，大到设备设施的配置、能源
资源的利用，都要精细化制定标准，
落实到位，尤其要避免把节能低碳当
作口号，只说不做，让绿色机关建设
成为空壳。当然，落实离不开监督，
也少不了激励。只有制定完善的监
督激励机制，好的表扬、不好的督促，
不断激励公共机构勇当低碳节能

“排头兵”，才能引领全民践行低碳理
念，在全社会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
活方式、营造节能降碳的浓厚氛围。

勇当低碳节能“排头兵”
沈 琪

重阳节前夕，我区各地举办了各
种爱老敬老主题活动。有的为老年
人举办康养知识讲座，有的邀请幼儿
园小朋友与老年人一同开展趣味运
动会，有的组织老年人游园赏菊，还
有的贴心为困难老年人家庭送上适
老化改造服务……透过活动，浓浓的
敬老情扑面而来。

金秋十月爽，九九话重阳。登
高、赏菊、晒秋、佩茱萸、品寿桃以及

“每逢佳节倍思亲”的不朽诗句，构成
了重阳节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孝老爱
亲则是最动人的文化符号。今天，物
质丰富，生活多彩，文化多元，重阳节
蕴含的崇老敬老、厚德仁爱的情感，

在加速前进的时代里依然具有重要
意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百行孝
为先”，敬老爱老体现着社会文明的
基本标度，借节庆契机开展一些形式
多样、别具一格的主题活动，传递的
是孝爱之道，秉承的是千年薪火相承
的传统美德，更在潜移默化中夯实着
我们的文化自信。

爱满重阳，最美夕阳。一年又一
年，节日来了又走，但敬老是一个永恒的
主题。庆祝重阳节，我们不仅要延续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应让敬老之情
在塞上山川尽情流淌，使之成为一种常
态，在不断努力中推动营造敬老、孝老、
爱老、助老、为老的浓厚社会风尚。

让敬老之情尽情流淌
孙莉华

诗人王勃《滕王阁序》中一句“落霞
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
让古往今来无数人为之惊叹向往。谁能
想到，如今这样的壮阔景象在自己家门
口就能看到。

近日，由石嘴山市摄影家协会主席
芦有碳拍摄的视频“入秋后数千只大雁
齐聚惠农银河湾”刷爆了微信朋友圈。
视频中正值夕阳西下，数千只大雁从银
河湾湿地公园上空飞过，远处秋水共长
天一色，场面蔚为壮观。银河湾湿地公
园原是黄河东移后形成的河滩地，紧挨着
惠农区礼和乡银河村，过去“一出门沙子漫
天飞，呛得人气都喘不上”，随着退耕还湿
政策的实施，和当地对水环境质量的持续
治理及对排污单位的严格监管，河滩生态
恢复、鸟类齐聚、美景再现……

“生态好不好，鸟类来证明。”银河村
告别昔日旧貌，成了水草丰茂、水鸟翔集
的美丽村落。这背后，自然少不了万千
干部群众日复一日的整治修复，但也离
不开贯穿其中的科学态度和方法。

正所谓，“事必有法，然后可成。”干
工作、做事情，方法至关重要。方法恰
当，则事半功倍；方法不当，则事倍功
半。特别是在生态文明建设这件战略大
事上，要确保政策方针不走样、绿色发展
不偏航，就要端正态度、用对方法。既要
看到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
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也要看到推动
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一
项系统工程，它和改革发展、乡村振兴、
产业富农、文化旅游等各项事业息息相
关，“眉毛胡子一把抓”不行，“东一榔头
西一棒槌”更不行。只有遵循自然规律、
讲究科学方法，正确处理好重点攻坚和
协同治理的关系，学会抓重点、抓主次、
抓关键，才能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提升，
避免瞎干盲干、白干乱干的问题，达到事
半功倍、质效双赢的效果。否则，就很有

可能因为认识态度的不到位、方式方法
的不得当而导致政策虚化、工作退步、青
山不复、绿水难流。

所幸，在生态修复、绿色发展这条道
路上，宁夏一直走得蹄疾步稳，如今的塞
上江南“越来越美了”，贺兰晴雪、六盘烟
雨等诗句中的美景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
大众面前。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我区
生态文明建设依然本底差、基础弱、欠账
多，生态环保问题点多面广、矛盾新旧交
织、压力累积叠加，正处在标本兼治、爬
坡过坎的攻坚期、转型期。面对诸多矛
盾问题，怎么办？答案就一个：苦干实干
加巧干，越是任务繁重，越要干字当头，
科学高效地干。尤其是自治区党委十三
届五次全会审议通过的“1+4”系列文件，
立起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四梁八柱”、绘
就了美丽宁夏的“全景图”，其中既有认
识论、也有方法论，既包含了总书记提出
的如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荒漠
化综合治理等方面的高招实招，也涵盖
了我区防沙治沙、水资源利用、“六权”改
革等创新打法战法和一些“泥土里长出

的经验”，堪称宁夏生态保护治理方面的
“工具包”和“说明书”。

如何用好这些“工具包”，对各地各
部门的党员干部来说，是考题，亦是考
验。需要我们把准吃透政策、及时消化
吸收，消除“本领恐慌”，补齐能力短板，
把党中央和自治区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
各项要求转化为实打实抓生态、保环境
的本领和能力；也需要结合地方实际，创
造性转化好、运用好各项“说明书”，哪种
招数管用、哪种路数好用就用哪种，以高
效务实的钉钉子精神推动工作、抓好落
实、久久为功，不断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治
理的效能和水平，以高质量生态环境支
撑高质量发展。

如此，美丽宁夏的愿景或许不日就
能成为现实，“落霞与孤鹜齐飞”“满眼但
知银世界”的美景也才能更多呈现在你
我眼前……

多用科学有效的方法 避免瞎干乱干盲目干
——“答好美丽宁夏建设新考卷”系列谈之三

贺姗姗

漫画漫画 李雪李雪

据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文物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宁夏现存古
城址 200 余座，其中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7 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
单位 32 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45 处。宁夏境内存留的这些古城
址是研究宁夏地域文明进程、历史
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一道独特重
要的人文景观，更是不可再生的宝
贵文化资源。

近年来，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文物局）围绕古城址保护利用，编
制了 7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
部分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古城址
的保护规划，完善了古城址“四有”
工作；组织开展对 39处重要古城址
进行测绘建档，推动重要古城址保
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纳入自治区
国土空间规划，实现了“一张图”管
理，夯实了古城址保护基础工作，为
保护利用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支撑；
10多年来，先后争取经费 5000余万
元，实施固原古城墙遗址抢险加固
工程、大营城址抢险加固工程、省嵬
城址北城墙局部险情段落保护修
缮、惠安堡古城门抢险加固等一批
古城址本体加固保护工程，加大了

古城址保护力度，提升了古城址保
护水平，改善了古城址周边的环境
风貌。

同时，加强古城址考古研究，
组织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高
校和文博机构合作，对彭阳姚河塬
西周城址和盐池张家场城址进行
系统考古发掘，姚河塬被评为
2017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
2020 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此外，通
过升级打造、文旅融合等方式，推
动古城址焕发新活力。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将台堡是古城址，也
是我区重要的革命旧址，经过多年
来保护提升，被列为全国红色旅游
景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自
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镇北堡明城
和清城遗址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
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经过多年发
展，成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和国内外著名的 5A 级旅游景区；
支持固原市依托固原古城建成古
城墙遗址公园，留住城市文脉彰显
文化特色的同时，也为市民和游客
提供更好的游憩空间，增加了城市
舒适度和美誉度。

古城址保护利用，宁夏一直在行动

近日，一场新书发布会在银川
市黄河书苑举办，参加者大多是宁
夏摄影家协会会员。发布会的主
角，是首次被推向台前的 68岁的陈
幸福，他的作品《宁夏古城寻迹》，是
跑遍宁夏大大小小山川拍摄的作品
专集。为了拍摄这本专集，陈幸福
用了 15年，换了3辆车，行驶里程超
过30万公里。

一本摄影集，陈幸福为何会用
这么多时间和精力？

这是关于古城的记忆，也是难能
可贵的文史资料。翻开目录，既有大
家耳熟能详的宁夏府城遗址、镇北堡
遗址、红山堡遗址、花马池城遗址、彭
阳古城遗址等，又有哨马营遗址、沙嘴
城遗址、张二水西夏堡寨遗址、野狐井
遗址、耳朵城遗址等宁夏人都很少听
说过的古城堡遗址，而陈幸福通过一
遍遍地走访、调查、研究、确定，最终
拍下宁夏境内 72 座古城堡遗址的
250余张珍贵照片。

陈幸福在拍摄途中。

（图片均陈幸福提供）

陈幸福 15岁进入宁夏汽车运输公
司成为一名汽车驾驶员学徒，后来开
车运输货物跑遍了宁夏的山山水水，
他对这一方土地日久情深，特别是对
长城、墩、古城堡、老庄子等古迹更感
兴趣。如长流水、喊叫水、省嵬城、毛
卜喇、高平堡、石沟驿等，只要途经古
城堡，他定去欣赏一番，除了探奇，更
多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后来，他专门
买了相机，开始拍摄这些饱经沧桑的
古城遗迹。

2008年，51岁的陈幸福因为一次偶
然的机会走进北邻明长城的屯兵之城
红山堡，当时水洞沟景区还未开发。陈

幸福站在保存完整的城堡中，看到坚固
的城门、瓮城，城池内古人留下的屋舍
院墙遗迹，还有一些历经沧桑却依旧光
亮的瓷质遗物……那种对心灵的震撼，
让他无法言说。

陈幸福对古城堡系统地拍摄始于
2010年。当时，宁夏历史地理学专家鲁
人勇要实地考察丝绸之路在宁夏留存
的遗迹，需要两名摄影师帮助拍照。陈
幸福既会开车又喜欢摄影，有幸被选
中。一周左右的时间，他跟随鲁人勇一

起考察、拍摄，特别是在对宁夏南部山
区的古城堡及丝路文化寻访过程中，让
陈幸福了解了更多历史文化，也对古城
堡有了更深认识。

那时，陈幸福开着自己的速腾小轿
车，开始了他一人一车一相机的古城堡
寻迹之旅。不过，对于需要经常行驶在
崎岖山路的陈幸福来说，小轿车已不能
满足他的需要，换越野车，给车改天然
气，这些都是为了能更便利更省钱地抵
达目的地。

15 年时间，陈幸福换了 3 辆车，跑
了30多万公里……

“这些古城遗迹的位置大都远离城
市，道路崎岖难行，要多方打听其位置
和交通线路，然后驾车查找遗址，若找
不着再用导航指引，一座古城接着一座
古城逐个去查询、拍摄，有的反复多次
才找到具体位置。”陈幸福说，仅彭阳大
山里的耳朵古城，就开车去过4次，最终
才找准了位置。

几年前，60 多岁的陈幸福不满足
于用相机在地面拍摄，他购买了无人
机，要从高空把古城的全貌完整地记
录下来。

换了3辆车，跑了30多万公里

偏僻、遥远、路难行，这些对陈幸福
而言都不是难事。

拍摄完成后，还要仔细查阅相关历
史资料。经过多年探索，陈幸福基本掌
握了这些古城堡的历史和遗址现状，包
括哪些是用黄土夯筑的，哪些是砖包
的，建于何时及建筑规模等。

2009年，陈幸福开车来到海原县海
城镇的耙子洼村“柳州古城”，当时听人说
这个古城里有“宝贝”，陈幸福捡到了几片
瓷片，从那以后觉得古城里还真有故事。

“10多年来，凡有古城堡遗迹的地
方，我必去考察、拍照，回家后再查阅史
籍，探查其渊源，积累了上千张照片和
资料。”陈幸福对古城堡的拍摄和研究
甚至到了痴迷程度，每到一处古城堡遗
迹，都要转好多遍，看看古人留下的房
屋遗址，有时候还能捡到一些散落的瓷

片，经过不断学习研究，甚至能分辨出
瓷片的大致朝代。

拍摄有时艰险，有时有趣，每一张照
片都有一个故事，让陈幸福难以忘怀。

一次，陈幸福来到彭阳县耳朵城，
这个古城离村庄很远，几乎看不到人
烟。古城依山而建，在一个峡谷旁，高
且陡险。陈幸福背着相机和无人机，费
了很大劲爬到高处才找到一个缺口，总
算进去了，但里面杂草丛生，尘土很厚，
阴冷的风，让见多识广的陈幸福也不禁
吓出一身冷汗。

还有一些古城，现在仍然有人居
住。比如下马关、韦州，而相距不远的
海原七营北嘴子古城却没有人烟。每
次遇到这种事情，陈幸福总会追根问底

找到答案。
这本书里面拍摄的 72 座古城，都

有故事。说起拍摄过程，陈幸福并不觉
得辛苦，反而乐此不疲。为什么要把这
个古城建在这？住在这如何取水？怎
么耕种？生活用具从哪里获得？在每
次的走访、调查、拍摄过程中，陈幸福找
到了自己的“幸福秘籍”，看到留存的古
城堡能从中寻找出历史人文故事，特别
是城墙，城门，墩台，夯土层及规模建筑
层中的细节对每一段历史都有宝贵的
文化价值。虽然有些城池的历史和始
筑时间等问题史学界尚无定论，传说与
故事的真实性也有待专家考证，但这些
历史和栩栩如生的故事，却让陈幸福对
拍摄古城堡的“瘾”越来越大。

15年，从拍摄到痴迷古城故事

宁夏是秦汉时期丝绸之路东
段北道的重要节点。宁夏境内由
南往北随着长城修筑的不断北移，
历朝历代在长城沿线修筑了众多
城堡及军寨、民堡，还有 1000 多座
烽火台，迄今为止，能看到地表遗
迹的古城仍有 100 多处。而陈幸
福的《宁夏古城寻迹》这本书收入
了 72 座古城堡遗址，让读者对宁
夏各地古堡历史会有更直观的
了解。

“很专业，有价值，不失为摄影
佳作。画面提供的信息，直观又真
实可靠，多少文字也难以匹敌，细
看如身临其境。”宁夏文史馆馆员、
交通史专家鲁人勇表示，这些古
城，以它真实的存在书写了宁夏的
历史，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珍
贵的历史记忆，这本专集弥补了他
写《宁夏历史地名考》等专著时图
片资料较少的遗憾。

宁夏摄影家葛世卿曾多次和
陈幸福一起拍摄，他表示，“古城堡
是一部鲜活的志书，这是一本关于
古城的记忆，是古城的风景，更是
记录。”

“张家娶亲，李家续弦、朱家登
科、王家得子……如今都在戏词
中。一切都是有生命的，一城一
堡、一砖一瓦、都折射出穿越时代
的历史积淀和人文信息，今天我们
也许无法完全破解这些古城是如
何被先民修筑，又被历史遗忘，曾
经鲜活的故事就在我们脚下，但记
忆却不能复制。”陈幸福说，编写这
本画册目的是想用图片去解读从
古至今，去感知厚重黄土承载的历
史信息。同时，也想发挥绵薄之
力，助推这些无声的历史遗存能够
在考古、历史研究和文物保护等方
面发挥独特的作用，进一步讲好宁
夏故事。

集结成书，这是关于古城的记忆

贺兰山三关口明长城贺兰山三关口明长城。。

寻迹宁夏古城
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张雪梅张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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