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米棒换房”是涌泉相报真样本
□周兴旺

�哈尔滨日前再次出现了严重雾霾天气。过去，
对于需要长时间在外作业的环卫工人来说， 是坚
守岗位还是自我保护，总是一道难以选择的题目。
今后，这种纠结不会再出现了。10月29日，哈尔滨市
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 《哈尔滨市城市环卫作业
人员安全保障条例》（下称“条例”）明确规定，遇能
见度小于100米、6级以上风力、 其他严重影响作业
安全的天气，应停止车行道、桥梁上的人工保洁作
业。该“条例”也是我国首部保障环卫工人权益的
地方性法规。（11月2日《工人日报》）

据悉，此次哈尔滨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条
例”共29条，围绕政府职责、作业路权、劳动保护等
方面， 对哈尔滨市城市环卫工人的安全保障进行
了全面规范。

环卫工人“活儿脏”、“薪资低”、“缺保障”，这已
经是地球人都知道的秘密。哈尔滨市此次率先通过
立法手段，全面保护环卫工人权益，迅即引起舆论
的强烈反响。

笔者对照另外一条新闻，就更加感受到哈尔滨
此举的难能可贵：近日有媒体爆料说，兰州市城关
区环卫部门要求超过退休年龄的环卫工要签订一
份“生死承诺书”，承诺在工作期间产生的一切人身
损害都由环卫工人自己去承担。消息一出，立刻引
发了环卫职工的不满。有记者看到，被兰州市有关
方面炮制的这份承诺书上公然写着：根据国家《工
伤管理条例》、《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男性超过60
岁，女性超过50岁，或已办理过退休或正在享受养
老退休待遇的，无法享受工伤或工亡待遇。我承诺
自愿接受城关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的工作安排，
在工作期间产生的一切人身损害以及相关法律责
任均由我本人承担。（央广网）

根据在兰州面世的这份奇葩合同的约定：年龄
大的环卫工人，今后工作时，一旦在工作中出现意
外，都将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和赔付。这不就是民
间俗称的“生死合同”吗？

尽管在舆论的强势监督下，兰州市有关部门已
承诺废止这份“生死合同”，但其间透露出来的信息
却让人让环卫工人 “不寒而栗”———至少还有为数不
少的单位和部门， 从内心深处真不把环卫工人当回
事，甚至连环卫工人的基本权益，都想变着法子打
折扣。这种“冷血”的态度怎不令人忧心忡忡呢？

打实地说，绝大部分环卫工人的基本要求并不
高，他们只希望按照《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办
事，将法律赋予的基本权益落实到位，就心满意足
了。可就是这种很朴实、很本分的要求，在不少地方
仍然要么“被截留”、要么“被遮蔽”。这种严峻的形
势让公众意识到，只有得到法律的坚强保护，环卫
工人才不会“流汗又流泪”。

保护环卫工人的基本权益， 我们不妨称之为
“底线维护”，其要点就是确保底线不被突破，基本
线不被逾越。哈尔滨市人大常委会此次立法就环卫
工人重点关注的底线权益给予了清晰的界定，比如
当“发现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时”，环卫作
业人员“有权停止作业或者采取可能的应急措施后
撤离作业场所”。“条例”还特别强调，任何单位不得因
此而“降低其工资、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劳动关系。”

如此详尽的规定，让环卫工人倍感温馨，也让公
众进一步达成了一个共识：只有用法治护航，以环卫
工人为代表的弱势群体才能得到强有力的维护。

让我们一起为哈尔滨市的创举鼓个掌！我们更
期待更多的地方行动起来，多运用法治思维，多采
用立法的办法，为职工群众维好权、服好务，从而将
那些“冷血政策”牢牢锁进法治的笼子里，使其不得
肆意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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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雨娉婷： 近日， 重庆交通职
业学院一新生吐槽称， 学校 “防逃
神器” 太厉害， 上课时人手一张座
牌卡， 每晚睡前还要打指纹卡考勤。
一位住6楼的同学也认为， 打卡有点
不合理， 大冷天还要把衣服穿厚实
了才能下1楼打卡 。 大学生是成年
人 ， 已经有了对自己负责的能力 ，
需要这样管理吗？

Alice-小Q： 这根本不管用吧 ，
也可以寝室同学帮忙打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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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夜不归宿
打卡真管用吗

九梳-： 10月31日晚， 乘坐电梯
回家时， 17岁少年小杜在2楼下电梯
后 ， 将电梯3至27楼的按钮全部按
亮， 结果他被叫到小区监控室后被
一名男子扇了一耳光。 接受教育就
对了， 没必要动手， 孩子心里会怎
么想。

则欤兮之 ： 17岁是不应该这么
干， 素质也好家教也好， 都应该得
到批评， 可是打人者的素质难道就
好了么？

孩子做错了事
就该动手打吗

■世象漫说

□漫画绘制 赵顺清

“红头”文件乱象

女孩陪奶奶扫街不能只是感动

鲜红庄重的抬头 、 盖红印章
的文尾， 本该严肃权威的 “政府
公文”， 却不时让网民感叹 “也是
醉了”： 有请求将犯罪嫌疑人取保
候审的， 有批评食堂 “菜里没有
肉” 的， 有要求完成 “罚没” 与
年终奖挂钩的…… （11月2日新华
网）

黄景春 ： 人大委员建议开车玩
手机要入刑， 聊QQ、 看微信、 刷微
博 、 打游戏……只要开车玩手机 ，
都会妨碍安全驾驶 。 信息化时代 ，
随着开车玩手机的人越来越多， 小
玩怡情， 但如果玩大了， 付出的代
价往往是不堪设想 。 现实生活中 ，
边玩手机边开车， 血淋淋的教训并
不少见， 为何就是屡禁不绝呢？ 不
出事谁也不在乎这点 “小节”， 但一
旦酿成事故则后悔晚矣。

开车玩手机
应该管管了

立法保障环卫工人
法治护航开了好头

昨日7时许， 长春又是个雾霾
天， PM2.5数值是370， 严重污染。
解放大路与树勋街交会的绿化隔
离带旁 ， 同时出现了一大一小两
个身影 。 一个是穿着橘色工作服
的环卫女工 ， 另外一个是站在一
旁， 看上去只有三四岁大的小女
孩。 女孩很听话 ， 乖乖地站在矮
树丛里 。 环卫女工在工作 ， 时不
时会伸出左臂拉住女孩的胳膊 。
（11月2日 《新文化报》）

看罢新闻让人心酸， 心里像打
翻了五味瓶 ， 不是个滋味 ， 一股
莫名的痛楚涌上心头 。 无论是从
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角度 ， 还是关
心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实际情况
来看 ， 小女孩的父母都有责任 ，
让孩子远离马路 。 马路上车来车
往， 安全隐患大， 马路上灰尘大，
这对孩子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3岁女孩的父母， 应该尽到父
母应尽的抚养义务， 保护好孩子，
并合理安排好孩子的托管问题 ，
不能让孩子跟着奶奶 去 扫 马 路 。
作为奶奶也应该学会放手 ， 不
应该带着孩子出现在这样的 场
所 。 让孩子远离马路 ， 远离 危
险 。

据统计， 在我国每年都会有近
2万名的儿童因交通事故死亡。 我
国儿童因交通事故的死亡率是欧
洲的2.5倍， 美国的2.6倍。 孩子们

最容易在路上受到伤害 。 儿童不
谙世事 ， 因为此群体关系到族群
的未来， 相对其他群体 ， 儿童更
需要得到家庭 、 社会的关 爱呵
护 ， 关爱儿童这是社会的底线 ，
它关系到祖国的未来 ， 这不 是
一个家庭的小事 。 我们应该审视
思考这样的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层
次问题。

□吴玲

连日来， 河南夏邑县一位六旬
老板回报恩人一套楼房的事迹被
左邻右舍传为佳话 。 原来 ， 老板
伊庆民十一二岁的时候随母亲去
赶会卖花线 ， 回来遭遇暴雨 ， 在
王集乡刘寨村一个农户家避雨时，
这家妇女看小庆民又冷又饿 ， 便
把自家刚煮熟的玉米棒送给他吃。
（10月31日澎湃新闻网）

报道说 ， 老人做梦也没有想
到 ， 一个玉米棒换来一套楼房 。
是啊， 相信所有的人也不会想到，
有些人甚至还会 “羡慕嫉妒恨 ”。
在我看来 ， 这个感恩故事之所以
传奇， 原因是 “互动”， 它是由两
个好人来共同撰写、 编织的。

第一个， 就是首先有好人用爱
奠基 。 差不多五十年前 ， 正赶上

三年自然灾害或自然灾害刚结束。
大娘将黄金一样的玉米棒送给饥
肠辘辘的伊庆民 ， 那就是雪中送
炭 。 第二个 ， 就是有好人感恩图
报 。 伊庆民除了良心未泯 ， 有一
点也关键 ， 他事业做大 ， 有了回
赠楼房的资本 。 于是 ， 滴水之恩
涌泉相报 ， 就成了人们眼前的拍
手称奇的鲜活样本。

由此可见 ， 对待玉米棒换来
一套楼房这样的传奇 ， 与其临街
羡房 ， 不如退而献爱 。 只要人们
广泛播种并培育爱心， 慈爱人类，
慈善社会 ， 就一定会收获幸福 ，
收获感恩 。 而那些被爱温润滋养
的人 、 感恩者 ， 也会成为爱心使
者 。 如此爱爱相因 ， 必然亲亲相
随， 善善相伴。 □韩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