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崔恒清： 日前， 蚌埠市发生一起
惨剧， 一名六旬空巢老人独自死在家
里，一周后才被邻居发现。听闻令人不
禁为之痛心， 但更应引人深思， 关爱
“空巢老人”须出实招，而关心现在的
老人就是呵护未来的自己。 要从点滴
做起，将老人真正当作“手心里的宝”，
使其不再孤单，“微霞满天”，才是天下
老人之福。 这善莫大焉，值得期待！

监督“车窗抛物”需全社会行动
11月23日， 安徽合肥的阮先生

因女儿不经意地向车窗外抛了一
张纸， 而被市民拍下视频并提供
给了城管部门 。 结果阮先生 “幸
运” 地成为该市庐阳区第一个因
“车窗抛物” 被罚体验马路保洁的
车主 ， 而与环卫工人一起扫起了
大街 。 据悉 ， 这也是庐阳区自从
招募 “车窗抛物 ” 义务监督员以
来的首例 “战果 ” 。 （11月 24日
《工人日报》）

笔者要为庐阳区这个招募 “车
窗抛物” 义务监督员的做法叫好。
同时相信，阮先生的车上将从此不
再发生往外随意抛物的现象 ，此
外，笔者还相信，会有更多的车主
因阮先生的“榜样示范”作用而“提
高警惕”，不再“犯案”。

“车窗抛物” 看似一件微不足
道的小事 ， 但它一样能折射出一
个人的基本素质 。 更何况有些车
主从车窗抛出的可绝不仅仅是一
张废纸，吐痰的、擤鼻涕的、扔易拉
罐空玻璃瓶的， 可谓五花八门，扔
什么的都有。 当然，也有不少车主
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 有因吐痰
到别人身上挨揍的 ， 也有砸到行
人或者车辆被索赔的 ， 反正是验
证了一句话 ： 只要你行为不 “检

点”， 难免迟早遭 “报应”。
既 然 车 主 们 这 么 “不 长 记

性”， 就难怪庐阳区出此 “下策”，
招募 “车窗抛物 ” 义务监督员而
帮助你 “长记性 ” 了 。 而且笔者
相信 ， 此举一定能收到更多 “奇
效”， 同时， 希望全体社会成员都
能义务监督 “车窗抛物”， 为环卫
工的工作减负 ， 为社会营造良好
的环境。 □乔木

谁来护航
职校实习生安全

□左崇年

�全国工矿企业每 10万职 工 的 平 均 死 亡率
为1.636人， 全国职业院校每10万实习学生的平均
死亡率达到4.69人。 知情者向 《中国青年报》 记
者透露， “职业院校实习事故死亡率高于煤矿事
故死亡率， 严重影响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与美誉
度， 令一些家长因为担心实习期间发生安全事故
不敢送孩子上职业院校。” （11月23日 《中国青年
报》）

职校实习事故死亡率高于煤矿事故， 这是多
么触目惊心的数字！ 为何职校实习事故死亡率高
于煤矿事故？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造成学生
实习事故伤害率和死亡率居高不降的主要原
因有 ： 实习专业不对口现象突出。 据统计， 去年
全国专业对口实习生占总实习生比例不足80%，
7%的职业院校实习生专业对口率低于60%， 6%实
习单位接收的实习生专业对口率低于60%， 导致
学生无法胜任实习岗位工作， 操作失误率增加。

这样一个严峻现实， 亟待引起各级部门重视，
现在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职校实习安
全问题， 必须提上社会安全议事日程。 其实早在
2011年职业院校学生在顶岗实习中安全事故频繁
的现象就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 批示有关
部门进行调研， 提出解决办法， 以保障中职、 高
职学生的合法权益。 然而时至今日， 这个问题却
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根据 《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
规定， 中职、 高职在校学生分别要到企业等用人
单位进行一年、 半年的顶岗实习。 这就意味着全
国每年将有1200万名职业院校学生到企业顶岗实
习。 但由于本身缺乏足够的工作经验和风险防范
意识， 实习生在实习期内很容易受到人身损害，
可是目前我国法律对在校实习生与实习单位之间
的关系还没有作出专门的规定。 实习生与实习单
位之间， 严格意义上不存在劳动关系，在校学生在
实习单位的身份仍是学生，不是劳动者身份，因此
不能适用 《劳动法》， 不能通过工伤赔偿来获得救
济。在实习期间因履行实习单位安排的工作而受到
人身伤害的在校实习生，也就不具备工伤保险赔偿
的主体资格， 无法向用人单位提出工伤损害赔偿
的要求， 不能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这就要求， 一方面亟待通过国家立法， 为职
校实习提供法律保障的合法依据， 通过法律和制
度层面进行规范化管理， 建立实习安全风险保障
机制， 明确实习学生的法律地位。 明确学生在顶
岗实习过程中人身或财产安全受到侵害时， 需要
承担相应的经济风险与赔偿责任主体。 通过立法
将实习学生完全纳入劳动法保护范畴。

另一方面， 建立实习安全风险管理机制， 加
强对学生实习企业的监督和规范化管理， 除对实
习生所在学校的资质、 实习生年龄、 实习合同内
容是否合法、 公平进行审查外， 还应对实习企业
的资格条件及使用实习学生的必要性进行审查，
实习单位应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
件， 按照 《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 进行实习资格审
查， 实行实习资格准入制度， 严格实行对未成年工
关于禁忌从事的危害性劳动范围的规定。 同时应
该建立实习基地， 为实习生创造良好的实习安全
环境。 另外， 还应为实习生提供各种意外伤害保
险， 建立和完善职业院校投保学生实习责任保险
进行补贴的经费支持， 为实习安全提供法律保障。

■每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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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童： 11月21日， 南宁市邕宁
区工商局联合南宁市质量技术监督
局， 对辖区范围内农贸市场进行专项
整治， 一批 “阴阳秤” 当场被查扣。
作为市场管理和执法部门， 完全也可
专门建立“失信黑名单”制度，对以“阴
阳秤”故意严重违规的商户和商家，发
现一次，就“记录污点”予以警示，若是
屡教不改、屡查屡犯，则将相关记录做
到联网共享， 让黑心经营者到处成为
拒绝进场的 “过街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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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绝“黑心秤”
快设“黑名单”

大大黄金： 北京大兴一企业非法
添加AB粉生产豆芽被查， 经检测一
违禁成分超标200余倍！ 毒豆芽会使
儿童发育早熟、 女性生理改变、 有致
癌可能！ 消费者能有多少双火眼金睛
识别有毒食品， 卖毒芽菜的商家黑了
心肠， 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监管部
门应该强力出击！

任熊猫： 食品安全的黑名单不能
越来越长， 人们的舌尖安全已经遭到
严重的威胁， 不能指望黑心商家的良
心发现了， 必须祭出法律之剑。

天外弦音87543： 为了赚钱， 毒
毒毒， 居心何在？ 良心何安！

守护舌尖安全
法律要出重拳

■世象漫说

□漫画绘制 赵顺清

去向不明

博士从一线干起更能成大材

北京、上海 、广州 、天津四个城
市汽车总量已超1200万辆。 汽车停
靠在路边政府划定的车位上，车主每
次动辄要付出十几元甚至数十元的
停车费 。道路停车位属公共资源 ，
但记者调查发现 ，车主缴纳的停车
费与政府财政所得之间存在巨大差额，
至少有一半收上来的钱最终没有进入政
府的口袋。 （11月24日《北京晨报》）

关爱空巢老人
必须要出实招

谢邦鹏如今所从事的工作， 多
少让人觉得有些大材小用 。 这个
本科、 硕士、 博士3个教育阶段均
与清华大学捆绑在一起的青年才
俊 ， 如今不过是国网上 海市电
力公司浦东供电公司运检部下 ，
变 （配 ） 电二次运检一班的小班
长。 （11月24日 《中国青年报》）

如果我们只是养眼于谢邦鹏的
工作与其学历之间的巨大反差 ，
很容易得出 “大材小用” 的结论，
而事实上 ， 在一线从业的经历或
许正是 “高大上 ” 的工科博士们
亟须补上的一门实践课。 这样说，
并不是空谈什么 “一屋不扫 ， 何
以扫天下”， 而是因为， 只有将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 ， 这样才能够最
大化地发挥其社会效益 。 而另一

方面 ， 我们也不难发现 ， 现实生
活中 ， 空有一身屠龙之技 “高大
上” 的工科博士们， 也并非少数。
相反 ， 如果我们能够将所学理论
知识运用于生产实际 ， 恰恰就是
历练和造就能担当未来大任的精
英之正道 。 这一点 ， 在谢邦鹏的
身上， 得到了最佳诠释。

万丈高楼平地起 ， 小用 ， 也
更能够成就大材 ， 古今中外许多
成功者的经历都验证了这一点 。
小用 ， 或许让大材们觉得有些得
不偿失 ， 然而 ， 小用 ， 这至少解
决了大材们 “英雄无用武之地 ”
的尴尬 。 像谢邦鹏这样 ， 从生产
一线做起 ， 就能够在各自的专业
领域鹏飞万里。

□范德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