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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2 月 3日上观新闻报道，春
节假期，人们走亲访友、聚会娱乐，
尽情放松。但假期即将结束，不少人
却陷入了情绪低落、疲惫焦虑的状
态，这就是“节后综合征”。

每年春节长假之后，不少人都
会受到“节后综合征”、分离焦虑症
的困扰。例如，从走亲访友的热闹场
景回到单调的日常生活，这种转变
让人难以适应。再如，假期的聚会与
娱乐让身体得不到充分休息，复工
后可能出现疲惫、食欲不振等症状。
还有，对于很多在外打拼的人来说，
短暂的相聚之后，又是长期的分离，
这会带来情绪的低落和焦虑，一时
难以进入工作状态。

其实，这种现象实属正常，只是
生活状态剧烈改变引起的暂时性不
适。若想尽快找回生活的掌控感，最
重要的是调整心态，给自己一些积
极的暗示，将身体与心理尽快切换
到工作状态，将离别的不舍转化为
奋斗的动力，让自己迅速回归正轨。

而相比于返回城市打拼的人
们，更容易让人忽视的是那些留守
故乡的老人与儿童。返程时刻，社会
的聚光灯往往投向那些“继续赶路”
的年轻人。作为社会建设的基石，他
们自然值得受到关注与呵护，但与此同时，也不能忘记了同
样为数庞大的留守群体。他们虽然不用外出奋斗，但久盼亲
人归来，一朝得以团聚，却又很快分离，这可能会让他们心
理上产生巨大的落差，更容易受到“春节综合征”、分离焦虑
症的困扰，也更难从这种情绪中走出来。

所以，留守群体同样需要亲人的关爱，需要社会的关注
与帮助，他们的感受不能被忽视。在个体层面，春节期间，归
家的游子除了与朋友把酒言欢之外，还应多陪陪父母与孩
子，珍惜相处的时光。春节过后，也要记得多给家里打打电
话，跟父母唠唠家常，问问孩子的学习与成长。

在社会层面，各地要关注留守群体的现实处境和精神
需求，丰富农村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为他们充实自我创造
条件。而从长远看，能做的还有很多。比如，在乡村振兴的大
背景下破解“空心村”难题，让年轻人在家门口也能实现高
质量就业；着力破除城乡二元体制，让外来务工群体能够享
受本地市民待遇，让更多外来务工人员能够接家中老小到
城市团聚。

必须看到，“春节综合征”并非年轻人的专属，而是广泛
存在，需要进行“双向化解”、综合化解。一年之计在于春。面
对这一年一度的精神“阵痛”，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自我调
适，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新的生活和挑战。面对“春节综
合征”暴露出来的一些共性问题，制度层面也要引起重视、
不断探索，力争给出更温暖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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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新版《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将于 2 月8 日正式实施。新国
标规定，落葵红、密蒙黄、酸枣色、海萝胶、
偶氮甲酰胺等经过调查不再具有工艺必要
性的食品添加剂品种，不得在各类食品中
使用。罐头类食品中不得使用防腐剂，主要
涉及乳酸链球菌素、山梨酸及其钾盐、稳定
态二氧化氯等食品添加剂。面包、糕点以及
焙烤食品馅料及表面用挂浆中不得使用防
腐剂脱氢乙酸，且着色剂柠檬黄不再允许
在蛋糕夹心上使用。

食品添加剂是指为改善食品品质和

色、香、味，以及为防腐和加工
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
化学合成或者天然物质。近年
来，随着国民食品安全意识的
不断提高，天然食品、绿色食
品备受青睐的同时，不少人对
工业化食品产生了一定的排
斥心理，其中最为突出的当数
对食品添加剂的担忧。

其实，不必污名化食品添
加剂。正确、适度地使用添加
剂，能够改善食品的口感和外
观、延长保质期，也能够降低
企业生产成本。但也要看到，

公众对添加剂的排斥并非无由而起。在目
前的食品行业，不乏一些企业为了追求私
利，超剂量、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或是
使用不合法的食品添加剂。这种滥用给消
费者的身体健康带来了威胁，也很大程度
上败坏了行业口碑。

从这个角度看，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及
时回应公众关切，进一步为食品生产经营
者划清了底线，推动食品企业行业朝着更
加规范、透明、健康的方向发展，也有助于
增强消费者对食品市场的信心。具体而言，
新版标准修订了一些防腐剂、食品用香料、
加工助剂的使用范围和限量，新增了一些

甜味剂在相同食品类别中共同使用时的总
量要求，相关规定涉及多类食品。对此，食
品企业应当及时学习掌握、更新知识，加强
内部管理，确保正确执行该标准。

好制度要想真落地，监管需要及时跟
上。目前，多地已经发文提醒食品生产经营
者，要按照新国标规定，主动开展产品配
方、生产工艺以及包装标识等方面的对照
自查，对不符合新国标要求的情形及时调
整规范，确保合规生产经营。除了提醒之
外，相关部门也要加大执法力度，对添加剂
使用进行严格审批和管理，对滥用行为依
法进行顶格处罚，切实维护食品市场秩序；
更要深入实施“吹哨人”制度，激发企业内
部人员和广大消费者参与监督的热情，进
而及时发现和曝光“害群之马”，最大程度
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民以食为天”，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事
关食品安全和国民健康。严格落实添加剂
新国标，各地各部门要多措并举，从群众最
关心、反映最强烈的食品领域入手，深入开
展专项治理，防止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
添加剂。唯有遵循“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
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才
能让新国标深入人心，保障人民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

落实食品添加剂新国标，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潘铎印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
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
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为推
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
性变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我国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形成“1+N+4”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
系。其中，“1”是指基础性、综合性的环境保
护法；“N”是指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专门法
律；“4”是针对特殊地理、特定区域或流域
的生态环境保护所进行的立法。经过长期
努力，我国已经形成了涵盖 30 多部法律、
100多件行政法规、1000 多件地方性法规
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立法成就
举世瞩目。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涵盖广
阔、特色鲜明，既有一般环境法共性的污染
防治、生态保护、能源利用等传统领域，还

开创性地从区域、流域尺度开展各类生态
环境要素的系统保护和治理，比如长江保
护法、黄河保护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
等。

徒法不足以自行。为有效提升环境执
法水平，我国不断从纵向垂直与横向综合
两个层面探索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体制改
革。比如，推动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
队伍，在省以下实行生态环境监测监察执
法垂直管理改革，解决独立性欠缺、多头执
法、重复执法等问题，不断提升生态环境监
管执法效能，推动法律落实。

目前，生态环境法典编纂正在稳步有
序研究推进，以法典化的方式系统整合现
行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令人期待。不断
夯实守护绿水青山的法治根基，亮出有法
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利剑，将为全
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更加扎实有力的制
度保障。

（作者竺效，为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
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法学院教授，人民日
报记者寇江泽整理）

夯实守护绿水青山的法治根基

大城小镇每一栋存续下来还在
使用的建筑，都有着其独特的价值和
意义。对过去而言，它是纪念；对当下
而言，它是生活；对未来而言，它是遗
产。

作为首都，与时俱进的北京不但
有着国家大剧院、鸟巢、水立方、冰丝
带、奥森公园等引领潮流的新建筑、
新景观，还精心留存了长城、故宫、颐
和园、天地日月社稷坛、鼓楼等宏大
的历史建筑。这些建筑和景观都向世
界展示着古老中国绵延不绝的文化
活力。以四合院为核心的胡同生活方
式，也有着同等重要的价值。

四合院绝不仅仅是几进几出、格
局分明的院落以及功能不同的房间，
其关键点正好是院墙里和墙与墙之
间“空的空间”所体现的那份空灵、惬
意，是置身其间的人在对“空的空间”
的使用中所表现出的中国古典诗词
演绎的那份美好的意境。院内，有象
征着多子多福的石榴树。窗台内外，
玻璃缸中五颜六色的金鱼悠然游弋。

每年四月到十月，在天井
搭建的天棚底下一片夏
荫，有的挂着串串葡萄或
大小葫芦，也不乏各种形
状的鸟笼点缀其中。

在《建筑的意境》一书
中，建筑学家萧默指出，北
京四合院这种空的空间

“不是人围绕建筑而是建
筑围绕人”，不是静态的

“可望”而是动态的“可游”。其对外封
闭、对内开敞、乐在其中的格局，一方
面是自给自足的“家庭需要保持与外
部世界的某种隔绝，以避免自然和社
会的不测，常保生活的宁静与私密”，
另一方面是农业生产方式的心态使
得人们“特别乐于亲近自然，愿意在
家中时时看到天、地、花草和树木”。

四合院这种典雅的意境根植于
昔日北京的行业生态链。品茗、观鱼、
赏鸟的雅兴，带动了茶行、花鸟虫鱼
市场的发展。全家老小听曲、唱曲，在
一定意义上孕育了今天北京众多戏

曲类的非遗。容纳大户人家的四合
院，是一种亲情文化。与之稍异，因种
种变故成为大杂院的四合院以及诸
如在北京南城天桥一带的众多大杂
院，则为更多的百姓提供了生活空
间，同时也构成了熟人社会。如电视
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展现
的那样：街坊们抬头不见低头见，邻
里因用水、搭棚拌嘴吵架，雨天主动
帮邻里收拣衣服，代为看护小孩，互
相分享食物等，是老城区后来大力整
治、改建和拆迁的大杂院、小胡同的
日常生活状态。

因应时间维度的遗产
观，大城小镇的老街不仅
是众多建筑的聚合、组合，
更是与街坊邻里关联的
景、音、情、韵的集合体，是
一种曾经有过的或者是理
想中的生活姿态与方式。
无论作为具体时空还是一
缕情思，浓厚的生活气息
都与老街唇齿相依。在居

民的记忆中，老街是发小放心打闹追
逐，邻里互帮互助，叫卖吆喝声此起
彼伏，货郎定点定时游走的地方。它
留存并显现在个体的感官感觉世界
中。如同乡愁，作为“城愁”的核心，温
馨、慢节奏与人情味，是指向过去抑
或理想的老街的基本组成。也就是
说，老街首先是人们回想起来便会产
生安全感、幸福感的地方。对于一座
历史悠久的城市而言，老街所指向的
空间和在该空间的生活方式、日常生
活本身，既是群体心性、社会事实，也
是一种理想型的人生图景与文化形

态。
让更多的人在城市居有定所、生

活下去，一直是古老中国的智慧。1700
年前的东晋时期，治世之能臣谢安，就
赋予了“京都”以人本主义。《世说新
语·政事》载：“谢公时,兵厮逋亡，多近
窜南塘,下诸舫中。或欲求一时搜索，
谢公不许,云：‘若不容置此辈，何以为
京都？’”对谢安而言，哪怕是京都，作
为一种空间和一个地方的城市，首先
是让各色人等有可能生存下去。这一
洞见和顶层设计，实乃中国文化对世
界城市的伟大贡献。

让建筑回归建筑的本意。一座城
市，只有具有了杂合性、丰富性、层次
性与参差性，它才会显露生机与活力。
城市建设，尤其是旧城改造，不应一拆
了之、“以新换旧”，而应进行建设性的
维护和维护性的建设，使市民安居，进
而“诗意地栖居”。

（作者岳永逸，系中国人民大学社
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北京社会
建设研究基地教授）

老城街旧建筑蕴含的生活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