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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雨季以来，全国一些地方
洪涝灾害不断，看着电视画面里那
些被淹的城市、村庄、农田、道路
等等，笔者心痛得直呲牙——— 有些
人家房屋进水甚至倒塌，有些农民
减收甚至是绝产。面对这种巨大的
损失，有些人尤其是农民为了过上
好日子，几乎要从头再来。

这些年到农村，笔者经常会问
一些和采访主题不太相关的话，其
中最多的是“你们村排水怎样”。
大多数村的党支部书记都很骄傲：
村庄街道硬化的同时，大街两边修
了排水沟，再小的巷也有一条排水
沟，这与以前雨天一身泥、村内水
漫漫相比，确实有天壤之别。

其实，笔者真正要问的，不仅
这些。在这些党支部书记骄傲的回
答之后，笔者会再这样问：如果雨
水很大，你们村内和田间的水，能
比较顺利地排走吗？能排到较大的
河流或沟渠内，最终不对村庄和农
田等形成危害吗？面对这一问题，

说顺利的真不多，有些村党支部书
记会反问：真有这么大的雨吗？

会有的。今年没有，不表示明
年没有；十年内没有，不表示百年
内没有。可以肯定地说，不管气候
变暖变冷还是变干变湿，这种十分
强大且集中的降雨，不知道什么时
候是还会再出现的。

笔者所在的地区，二三十年来
还真没有很大范围的集中超强降
雨，尤其近些年更是风调雨顺。这
是大大的好事，可也降低了一些人
的防范之心。于是农村村边、田野
道路两边，原来或是自然形成或是
人工挖出的较大的坑塘，一个个被
填平，建上房子或办起种养项目，
种上庄稼或栽植树木。这些正在被
当好事儿宣传报道着，最明显的例
子，便是村中或村边的臭水塘。村
中或村边有个较大的坑塘，这几乎
是所有村庄的特点。在以前，其日
常平时作用是洗衣洗菜方便，牛羊
喝水近便；雨季的作用是存蓄周边
流过来的一定量的雨水，即便是面
对集中的强降雨，这种坑塘也能在
小范围内起到一定的减灾作用。后

来，没人在坑塘里洗衣洗菜，村里
也没了牛羊，这些坑塘便成为村民
倒垃圾的地方，如是便成了臭水
塘。笔者去过的地方，现在有些村
已经把这些水塘填平了，有的将其
改建成广场，供村民娱乐。

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大好事儿，
可笔者却并不这样认为——— 村民娱
乐确实需要有个地方，可过多的雨
水也一定要有个地方存蓄。村民娱
乐，干吗非要抢占存水的地方？

不仅如此。除了较大的河流，
笔者到过的一些地方，并没有在小
范围内给洪水留出口，至少是没留
足够大的出口。原来被水流冲刷出
来的和人工开挖的一些不是很大的
沟渠，小的已经被填平，种上庄稼
或树木。即便是大些的，也在不断
地被侵蚀中变窄。这种侵蚀分两
种，一种是直接将较高的地方垫
平，这降低了行洪能力；一种是种
上树，从沟边到沟底。这些众多的
树木会在洪水到来时，大大降低沟
渠的行洪能力。

还是以笔者熟识的老家那个小
村庄为例，村内村边有三个较大些

的坑塘，两条很深的沟。田野里大
小坑塘十几个，四条大的自然冲刷
形成的排水沟，也因此，村庄大的
地块，都以沟命名，如大东沟、小
东沟、杨家沟等。这些坑塘和沟，
雨季蓄水、排水，旱季提供山区宝
贵的水源。

村内村边的坑塘和排水沟几年
前就没了，被填平后盖了房子、建
了养猪场、种上蔬菜。田野间的坑
塘，是否现在还有，笔者没有一一
去看，但站在高处目光所及的范围
内，看不到一个了。田间排水沟倒
没人去彻底填平，填了也是白填，
一场不大的降雨带来的小山洪，便
会将填上的土全部带走。在山区丘
陵，要想填平这种沟，除非动用钢
筋混凝土。可怕的是，还真有人这
么干了，然后在上面建起企业或搞
起养殖一类的，并美其名曰是不占
耕地。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总得让
短时间内集中降下来的雨水有个地
方可以存、有个地方可以去。人不
与天争，说的不是个人命运，而是
人的力量（起码到现在）与大自然

相比，十分渺小。
这种不与天争，应该也包括天

空中降下来的水，多的时候能存下
来的就存下来，以备旱时取用；存
不了的，让其流走，不形成大的危
害，当然这必须给其一个可以流走
的通道。

我们的先人很明白这个道理，
著名者是大禹。大禹所做的主要是
开挖，让泛滥成灾的洪水尽可能地
顺利流走。大禹功在千古，正是因
为他带领着众人的开挖，让后人代
代受益。

现在经济力量和科学水平等等
是有了极大的发展和提高，我们可
以生产出更多的东西，做到前人想
破脑袋也不敢想的事儿来，但我们
现在还无法做到让短时间内降下来
的庞大到可怕程度的水凭空消失而
不为灾为害，恐怕后人也几乎无法
做到。

这就需要我们科学理性地去对
待洪水，做到人与洪水尽最大可能
的和谐相处。唯一的办法，是给洪
水留出足够大的通道，别无他法。

请给洪水留条路
农村大众报评论员 肖民

8月20日，自然资源部、农业农
村部联合召开动员会，部署今年8至
12月在全国开展“大棚房”问题专
项整治行动。据悉，专项行动旨在
坚决遏制“大棚房”问题蔓延势
头，切实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

“大棚房”也就是农业大棚改
建的“私家庄园”。据相关部门对
京津冀三地初步排查，发现违法建
设“大棚房”项目 2 7 9 9个、棚数
3 . 6675万个，涉及土地面积9869亩，
购买者70%以上是城市居民。从京
津冀“大棚房”的表现形态来看，
有在农业园区或耕地上直接违法违
规建设“私家庄园”；有在农业大
棚内违法违规建房；还有的是违规
改扩建大棚看护房。而“大棚房”
占用土地70%是耕地，其中也有永
久基本农田。

“大棚房”的问题，不仅存在
于京津冀，在国内不少地方都存
在。根据初步调查，主要分布在郑
州、西安、长春、乌鲁木齐等北方
城市周边。“大棚房”问题蔓延，
成了全国性问题，危害严重，侵蚀

着18亿亩耕地红线，对耕地保护制
度造成了重大冲击。有的“大棚
房”还侵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大棚房”多是打着发展现代
农业之名，擅自改变农用地用途违
法占地建设住宿餐饮、休闲旅游等
经营性场所。“挂羊头卖狗肉”，
所以“大棚房”问题具有一定的隐
蔽性。现在中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各地积极响应，为了发展农
村经济，各地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农村旅游，支持资本下乡，但一些
地方只管“放”，却不懂或不去
“管”，这给了“大棚房”滋生的
土壤，大量农村土地被违法违规进
行非农建设。

这背后就还可能存在失职渎职
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此次专项整治
行动来深入调查，对整改推进不
力、弄虚作假的相关部门及责任人
进行追责，防止“大棚房”破坏耕
地保护制度，破坏耕地红线。不仅
要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更要形成常
态化、长效化的监管机制。

（戴先任）

整治“大棚房”，要常态化监管

最近，有消费者反映骚扰电话
出现了新花样，对方一开口就称自
己是茅台酒厂的，免费请你品尝酒
水，只需付快递费10元和保价费29

元……直接进行小额诈骗。更为惊
讶的是，有的骚扰者不仅知道你刚
买了房，还知道你有多少房贷，甚
至连你的姓名、住址等也知道。

从“误打误撞靠运气”到“精
准定制有底气”，骚扰电话这些情况
的出现，提醒人们必须加强个人信
息保护，否则你的个人隐私、账户安
全等出现敞口而你却蒙在鼓里。

曾有报道，有人花3 . 8元就能
购得长达33页的某人信息报告，其
中不仅包含通话记录、出行记录、
消费记录和人脉关系，甚至还“附
送”针对个人的详细量化分析。可
见，个人信息泄露的背后，连接着
一个“地下产业”和黑色利益链。

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
安部等先后公布了《关于加强网络
信息保护的决定》《关于依法惩处
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
知》等，网络安全法也于2017年6

月在全国实施。这些法律法规明确
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窃取或
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公民个人电
子信息，不得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
提供公民个人电子信息。

然而，信息泄露的速度并未迟
滞 。 3 6 0 威 胁 情 报 中 心 发 布 的
《2017政企机构信息泄露形势分析
报告》显示，据测算，仅2017年1

月至10月，国内网站共可能泄露信
息51 . 2亿条。

为此，公民个人要加强自身信
息的安全保护，掌握公民个人信息
的单位和企业要严控个人信息泄
露；同时，公安、司法和网络监管
部门要严厉打击倒卖个人信息的违
法犯罪活动，以遏制公民个人信息
泄露蔓延之势。（新华社）

勿让个人信息泄露“尾大不掉”

卞庄街道听取人大代表建议多举措
助推全面两孩政策稳妥实施

兰陵县卞庄街道认真听取人大
代表建议，积极加强计生政策法规
宣传教育，增强计生队伍业务素质
能力，创新计生服务管理方式方法，
助推全面两孩政策顺利稳妥实施。

搞好宣传，营造工作氛围。街道
积极引导干部群众通过广播、电视、
报刊、网站、短信、微信涉及新修订
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山东省人
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山东省生育
登记服务工作规范》、《山东省生育
证管理办法》、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
康检查等内容，让群众足不出户就
能了解到现行计生政策服务的内
容。组装9辆计生宣传车，开展巡回
宣传，把计生政策和优质服务内容
送到群众家门口。将包含政策法规、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妇幼保健服务
等内容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宣传手
册》发放到居民群众手中，图文并茂
加深群众对政策的理解和对计生服
务的认识。通过“村村响”广播喇叭、
更新计生宣传一条街，利用悬挂横
幅、人口学校、文化大院开展计生政

策法规、优生优育知识宣传普及，让
计生时刻萦绕在群众身边。

加强培训，提升工作能力。为让
计生工作人员更好地理解现行计生
政策，熟悉业务流程，强化服务能力，
街道邀请到县卫生局业务专家，采用
以会代训的方式，围绕计划生育政策
法规、办证流程和优质服务等内容，
分批次对街道、村居干部以及属地管
理单位计生专职人员进行了全方位、
立体式的培训，切实增强了计生工作
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

创新发展，拓展工作方式。街道
积极运用“互联网+计划生育”现代媒
体，建立计划生育工作QQ交流群、微
信交流群，及时搞好生育登记、孕前
优生健康检查的申报服务。充分发挥
手机查随访系统的作用，对手机随访
系统进行模块改造，删除原有的以强
调管理为手段的一些模块，增添生育
目标人群服务、重点人群服务、节育
措施落实预警提示和药具网络建设
等内容，各村居全部配备查随访智能
手机，实现了人面识别、一卡通、手机
随访和WIS四大系统的互联互通、数
据共享，提升了卫计服务效能。(陈奇)

义堂镇计生协会会员争当
文明创建先锋

日前，临沂市兰山区义堂镇计
生协会会员走上街道广场，打扫卫
生、宣传文明创建，这是该镇计生协
会开展“与文明同行争当创建先锋”
活动的结果。

该镇计生协会把参与文明城市
的创建作为近期协会活动的主要内
容，搭建平台，调动会员的工作积极
性，开展创建志愿活动，做好评先树
优。根据文明城市创建的时间节点，
安排系列志愿服务活动，目前，创建
进入关键阶段，该镇计生协会参与
了环境卫生提升，同时组织会员到
沿街商铺、社区发放创城宣传资料、
文明餐桌等，宣传创建活动中群众
关心的重点、热点问题，收集群众对
创建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引导和教
育辖区居民增强社会公德意识、文
明行为意识、环保卫生意识。形成强
有力的舆论氛围使协会活动与创建
文明城市有效结合起来。让计生会
员成为文明创建的先锋。(曹允传)

天桥区桑梓店街道开展卫生和
计生资源整合工作

为深入贯彻全省关于推进乡村
卫生计生资源整合工作，按照上级
卫计部门要求，天桥区桑梓店街道
经党委会研究决定将全办卫生和计
生资源进行一次性整合。

8月1日，街道“计划生育科”
正 式 更 名 为 “ 卫 生 和 计 划 生 育
科”，承担本街道卫生计生行政管
理职能。在原职能范围不变的基础
上，卫计科将加大对各村免疫防控
规划、慢性非遗传性疾病防控工作
的力度，更加合理安置优质卫计资
源，为全办居民健康再加一道保
险。同时，为使百姓更便捷于共享
医疗卫生资源、实现农村自治管
理，街道将卫生与计生人员相融
合，特聘卫生院负责人于卫计科任
职，接受双重领导，并将村级计生
办公室统一更名为卫生计生服务
室，另承担卫生服务工作。(李星逸)

生育关怀携手行 优生优育进社区
为提高育龄群众优生优育意识，

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优生优育理念，
提升家长科学育儿的水平和能力，近
期，济南市市中区十六里河街道开展

“生育关怀携手行-优生优育进社区”

的主题活动。邀请专家对“婴儿辅食
添加”“新生儿抚触”等方面的科学育
婴知识进行全面讲解，并进行现场互
动教学。通过此次活动，改变了育龄
群众“大人吃啥，孩子吃啥”的老旧观
念，逐步树立了科学喂养，优生优育
的正确观念。 (时义珍)

华山街道计生科召开2018年卫生
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

8月23日上午，历城区华山街道
计生科召开了2018年卫生和计划生
育工作会议，街道办分管领导刘京戎
主任、计生科全体工作人员及各村村
计生专职主任、属地单位的计生负责
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刘主任与大家共同学习了
华山街道卫生和计划生育办公室关
于转发《历城区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导
小组关于加强基层卫生和计划生育
机构和队伍建设的意见》的文件。要
求各村要认真做好卫生和计划生育
政策法规、健康科普知识、优惠政策
的宣传、卫生和人口计生信息的汇
总、核对、填报工作等。刘主任结合目
前存在的问题、薄弱环节，给予了工
作建议及具体方案。 (刘茂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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