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舒心萍： 推行 “汽车共享” 模式
缓堵， 虽然并非 “治本” 之策， 但仍
不失为一个好的政策制度设计 。 一
来， 借助 “汽车共享” 模式， 改变家
家户户都买汽车的观念。 享受汽车生
活不等于非得每个家庭、 每个人都买
一辆汽车， 有时租赁汽车使用也能够
享受驾驶汽车的乐趣和带来的生活便
利。 而 “汽车共享” 租赁服务是 “定
时、 定点” 的服务， 也能够在节约能
源、 节省道路空间， 以及在缓堵上发
挥出一定的调节作用。

□韩睿

■每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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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歌： 官方网站是政府以及相关
部门服务百姓的一道 “窗口”， 在一
定程度上代表着相关部门的作风与形
象， 面对如此这般糊弄公众的 “摆设
电话”， 显然不只是需要修改电话号
码那么简单， 当地政府以及相关部门
恐怕更需彻底转变作风。 在当前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的大形势下， 希望各级
政府能够认真负责地打理好官方网
站、 政务微博等公众服务平台。

登陆方法
您 只 需 在 新 浪 微 博 中 搜 索

“劳动午报微博” 加关注， 或点击
http://weibo.com/ldwbwb 即 可 浏
览我们的官方微博 ； 在微信公众
账号中搜索 “劳动午报 ” 加关注
或扫描上面的二维码即可关注我
们的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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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联系我们”
让公众寒心

余明辉： 从根本上说， 环保部门
通过网站发公开信的形式， 仍然属于
停留于 “纸上” 说教的形式， 只不过
此时的 “纸” 变成了 “网格” 而已。
而从以往地方环保法得不到有效的执
行或落实的现实来看， 地方缺失的不
是相应的环保法宣传， 而是相关制度
的执行落实不力。 希望有关方面在治
理环境污染方面能够扎实工作， 尽量
多出一些实招， 少玩一些花招， 切实
早日在治污方面抓出成效 、 干出实
绩， 不枉老百姓的殷切期待。

落实“最严环保法”
不能仅指望公开信

■世象漫说

□漫画绘制 王铎

学生入校需绑沙袋

救助站要“等客”更要“接客”

近日， 张女士发现孩子脚踝多
次磨破， 询问得知孩子所在的北京
第二外国语学院附属小学规定四年
级学生入校就得绑上2斤重的沙袋。
张女士认为， 校方此举影响孩子发
育， 希望取消。 校方昨日表示， 平
时体测中发现孩子体质差下肢力量
弱， 此举旨在提高学生体质和意志
力， 且属自愿。

（12月10日 《新京报》）

“汽车共享”缓堵
模式值得试一试

银行习惯性拒收硬币的势利
一枚1元硬币重量是6.05克， 5

万枚呢？ 如果用手点， 要点多久？
最近， 长春小伙小李收到了一笔6
万元返款， 其中5万元都是1元硬
币。 跑了几家银行存款都吃了闭
门羹 ， 终于一家银行接纳了他 。
（12月10日 《新文化报》）

向银行存储大数额零钞被拒
收， 不只长春小伙经历过 ， 类似
现象近年来时有所闻 ， 此前有报
道说 ， 某地公交公司大量硬币无
法存银行 ， 不得不用来发放员工
工资， 可见 “硬币储户 ” 现实中
处于何等尴尬的地位。

存储硬币遭习惯性拒收 ， 很
容易让人联想到那些享受 “VIP”
待遇的大客户， 不但用不着排队，
而且被奉为座上宾 ， 相形之下 ，
对小额储户的歧视昭然若揭。

一次性收储大额度硬币 ， 固
然要费不少人力 、 精力 ， 增加麻
烦和成本 ， 但既然硬币是合法的
货币， 是货币流通少不了的硬币，
是从银行发行出去 ， 银行哪来拒
收的权利？ 大钞与零钞区别对待，
更像是对人民币本身的歧视。

多种特殊原因导致的一次性
存储数万或更多硬币 ， 银行有责
任和义务为零钞储户提供服务和
方便 ， 而且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改
造升级解决清点难 、 耗时长等矛
盾 ， 一味成本最低化 、 麻烦最小
化 、 利润最大化 ， 简单地把客户
拒之门外 ， 显然不该是国有商业
银行应有的势利表现 ， 否则如何
奢谈服务的均等化 、 人性化 ， 更
遑论社会责任担当了。

□范子军

“就是你救了我!” 12月8日下午3时， 在中南
医院外科楼16楼， 易仕全老人一眼就认出了 “救
命恩人”。 4个月前， 易先生在乘坐火车返汉途中，
突发急性心肌梗死。 危急关头， 乘坐同一辆列车
的覃慧敏沉着冷静地做出准确判断， 及时控制了
病情。 因为覃慧敏怎么都不肯告知老人她的名字，
只说是中南医院的护士， 临别时， 心怀感激的易
先生 “使劲” 将恩人的相貌记住， 身体痊愈后立
即和老伴一起去医院寻找那位 “圆圆脸” 护士。
（12月9日 《现代金报》）

�在火车上， 护士救人死活不留名， 男子为感
恩， 来到医院， 开始了执意的寻找， 从1100多名
护士中挨个辨认， 终于找到救命恩人。 这是一种
什么场面和情景呢？ 一定很隆重。 接到感谢信后，
医院高度重视， 在官方微博和微信发布了 “寻人
启事”， 但是无果。 后来工作人员通过查询护士的
出差记录， 发现覃慧敏与易先生要找的人高度吻
合。 而且， 通过微博微信寻人， 在全院上下肯定
会引起大家好奇、 关注， 掀起冲击波， 那场面也
一定很震撼。

�这是一个做人与道德的故事， 这是一个救人
与感恩的佳话。

�无巧不成书， 易先生乘火车犯病， 恰恰护士
覃慧敏也在这列火车上。 两个萍水相逢的人因此
有了交集。 没人知道她的职业， 遇到这样的事，
很多人都会敬而远之，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她却
站出来了。 这首先是一种职业本能素养， 遇到病
人就会果断出手； 其次是一种道义责任， 认识不
认识不重要， 关键时候都会挺身而出搭把手。

�覃慧敏在车上救人， 可以说是职业习惯养成
的下意识， 既是举手之劳， 将所学所用救死扶伤；
也是有眼力见儿， 就好像路人碰到有人负重或推
车上坡， 赶上了就上前扶一把。 我常看见身边的
一些人， 比如看到有人淋雨， 顺手把伞递过去，
或者共撑一把伞； 看到有老人过马路， 就上前搀
起一块走……他们是把平时对待自己亲朋的举止
习惯，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亲吾亲以及人之亲的
行为， 推而广之， 兼善他人了。 这种人， 是路人，
但是好人， 那种作为， 自然而亲切。

�覃慧敏就是这样的人。 救人不留姓名， 在她
看来， 是责任， 是本分， 是小事一桩， 每天从事
的就是这个工作， 救死扶伤。 可对于被救者， 这
就是大事， 是救命， 要感恩。 于是， 救人的不留
姓名， 被救者执意寻找， 这段故事的产生和发展，
就是一段最美的佳话。

�亚圣孟子曾经在批评一些年轻人时说： 为长
者折枝， 非不能也， 是不为也。 这些人不独年轻
人， 也有成年人， 在如今很多事情上， 这些人习
惯作为旁观者。 如果他们做足了覃慧敏平时的基
本功课， 习惯养成， 那么， 不要说为长者折枝，
就是见到摔倒有可能被讹的老人， 一样会毫不犹
豫地去扶。 而这， 正是中华民族古今流传的佳话
和正能量。

�这种佳话， 给我的触动很多， 启发也蛮大，
由此而顿悟， 一个一撇一捺的 “人” 字之所以大
写， 能 “站起”， 就是因为互相支撑， 互相搀扶；
你爱护我， 我帮助你； 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救人感恩佳话
原本这样书写

9日上午， 68岁的河北籍流浪
老人彭颜章 ， 被热心人用三轮车
送到海南省郑州火车站西广场西
南侧的二七区临时救助站 ， 成为
这里新来的一位受助者 。 该救助
站11月14日正式投入使用 ， 截至
目前， 已救助流浪乞讨等人员430
多人次。 （12月10日 《大河报》）

寒风凛冽， 气温下降， 流浪老
人彭颜章在室外挨冻受饿，来到了
救助站以后，真可谓是从地狱进入
了天堂：刚来就有热茶喝 ，有好床
位，好被褥，还有脸盆、毛巾、牙膏、
牙刷等个人用品， 24小时有热水，
一日三餐有热乎饭 。 老人流浪多
年 ， 对家的概念已经很模糊了 ，
救助站让老人重新感受到了家的

温暖 。 老人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
何说起 ， 只是一个劲地感谢党和
政府对自己的关爱。

寒冷的冬天已经来临 ， 很多
救助站都启动了寒冬救助服务工
作预案 ， 尽最大努力做好救助工
作， 不让一个被救助人员挨冻受
饿。 从以人为本的角度而言 ， 救
助站不仅要 “等客 ” 更要 “接
客”。 各个救助站应该派专人24小
时接听救助电话 ； 日夜派出救助
车在市区街头进行巡查救助 ， 发
现一人 ， 救助一人 ， 应该拉网式
寻找需要救助的流浪者 ； 同时 ，
还应该给那些流动的困难群体送
上棉衣 、 棉被 ， 确保流浪人员安
全度过寒冬。 □毕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