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今天开始 ， 陕西师范大学
的七位老教授 ， 将连续一周完成
通知书的书写， 年纪最大的老师
已82岁。 著名书法艺术家庞中华
也加入。 请珍藏 ， 因为它是全国
高校中唯一用毛笔手写的 。 “毛
笔体通知书” 成了热门新闻。 （7
月12日新华网）

关注的是 “毛笔通知书”， 期
待的更是厚重的教育文化和精神。
“作字行文 ， 文以载道 ， 以书焕
彩， 赋以生机，” 今天， 将 “毛笔
体通知书”， 捧在手上， 也一下子
让人感觉到了传统文化 、 大学精
神的厚重。

想到当下的大学 ， 因为疯狂

扩招 ， 因为过分注重 “教 育 利
润”， 让大学应该具有的 “耐得住
寂寞 ” 的学术品质的淡定、 从容、
安静等， 流失了很多， 取而代之的是
浮躁、 庸俗、 市侩 、 拉帮结派 ，
“学术贩子” 和 “抄袭满天飞”。

借助 “毛笔体通知书”， 认真
落实 “大学之 ‘大 ’”、 “在明明
德” 等大学信仰吧！ 无论是做学问、
做人， 都请让我们把 “人格之大”、
“道德的崇高”、 以及 “胸怀的宽广和
博雅”， 放在第一位。 把士志于道的
国家情怀 、 民族情怀 ， 放在第一
位。 师者自己率先登高望远， 自成风
景， 令人景仰， 把厚重、 美好等价
值观， 传递给学生。 □刘克梅

“毛笔通知书”为何会走红

何旭： 成都市食品药品监管局
通报称， 成都杀牛场火锅的一家加
盟店涉嫌用回收油作为原料生产，
现已立案调查。 问题已然暴露， 亡
羊补牢未为晚， 找准问题， 对症下
药才能根治。 只要把食品安全问题
关进监督的 “笼子” 里， 就能真正
带来 “舌尖上的安全”。

■每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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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斑马线上的安全
来不得半点马虎

吕好玫： 乱贴小广告， 虽人人
喊打， 但屡禁不止， 这其中除了一
些张贴 “牛皮癣” 者目无法纪， 缺
乏社会公德以外， 关键是一些 “牛
皮癣” 有市场。 它的出现， 是市场
需求催生的产物， 这就需要政府有
关部门在治理 “牛皮癣” 时， 不能
简单地 “堵”， 更应 “堵” 与 “疏”
相结合， 才能水到渠成。

治理小广告
需疏堵结合

■世象漫说
人岗两空

湖北武汉工作的李女士前几天因
办理结婚证， 需要把自己的户口从武
汉迁回户籍所在地湖北省监利县， 专
程请假回到监利办理相关的手续。 当
她在监利县政府行政服务大厅户籍科
进行审批时， 却被告知负责户口审批
的人员请假一周， 让其下周再来。
（7月13日 《深圳晚报》）

根治问题火锅
需要对症下药

□老笔

■长话短说

环卫工社保困局
用“心”才能解决

天歌： 1至6月， 江苏查处机动
车行经人行横道未按规定减速、 停
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26760起。 斑
马线上的安全不能忽视， 很多驾驶员
看到有正在过马路的行人， 非但不减
速或停车让行， 反而加大油门， 最终
导致斑马线， 成了 “生死线”。

□张枫逸

一个64岁的老环卫工， 没有合
同没有社保， 终日为养老而担忧；
一个40岁的女环卫工， 因为没有社
保， 两个孩子无法在厦门上学； 一
个中年男环卫工 ， 负担不起每月
161元的保费， 为解决家人的温饱，
无奈主动停掉社保……近日， 多名环
卫工人向海峡导报记者反映， 他们深
陷社保困局， 老无所依是他们最大
的担忧。 （7月13日 《海峡导报》）

环卫工被誉为城市美容师 ，但
他们干着苦、脏、累的活儿，工资福
利待遇水平却往往处于社会最低水
平，社保对于他们来说更是个奢侈品，
养老之困、子女教育之困、家人温饱
之困，都在深深困扰着他们。

反观厦门及其他各地环卫工社
保难题， 一是相当多的用人单位为
减少用人成本支出 “不给办”， 二
是环卫工工资水平低， 缴纳个人应
缴甚至被要求个人承担全部费用，
会明显加重家庭生活负担而 “不愿
办”； 三是不少环卫工都是超龄人
员 ， 按照现行劳动法规定 “不好
办”， 等等， 尽管受多种因素制约，
但说到底关键还是在于有没有一颗
替环卫工生计和未来着想的 “心”。

为劳动者提供基本社会保障 ，
是国家法律明确规定的义务， 环卫
工普遍没社保， 要求办理社保被辞
退， 社区甚至以不是法人、 没有来
源为由拒办社保， 实际上既是对国
家法规严肃性和强制性的藐视。

民生无小事， 环卫工社保困局
是个 “老大难”， 不能长期停留于
口头， 而须要有关各方 “心动+行
动 ” ， 尽快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措
施。 □范子军

�7月13日正式入伏， 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
便应景来袭。 中央气象台13日6时发布高温黄色预
警， 当天华北大部、 黄淮、 江淮西部、 江汉、 江
南中西部、 华南大部以及重庆、 陕西关中等地有
35～37℃的高温天气， 部分地区将达39～40℃。 （7
月13日 《北京晚报》）

从7月13日起， 我们进入一年中气温最高， 潮
湿闷热的 “三伏天”。 与常年相比， 今年三伏天更
长一些， 足有40天。 同时， 气象部门表示， 受厄
尔尼诺影响， 亚洲国家将会面临热浪 “烤” 验，
中国北方地区有可能出现极端高温。 这种种迹象
表明， 今年夏天天气注定 “不太平”。

“打败我的不是天真， 是天真热。” “我和烤
肉之间， 只差一撮孜然” ……近来我国多地遭遇
烈日炙烤， 关于高温的段子和调侃也在各种朋友
圈、 QQ空间广为流传。 然而， 现实中的高温酷
热却并不幽默， 而是会严重影响公众生产生活，
危及生命健康。 此前， 杭州等地就曾发生环卫工
高温下扫马路猝死事件。 当高温热浪成为 “全民
公敌”， 政府部门和全社会必须紧急行动起来。 我
们无法改变 “烧烤模式”， 但我们可以营造 “制度
清凉”， 帮助广大民众经受住 “烤” 验。

其一， 落实高温福利。 2012年起施行的 《防
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赋予了劳动者高温津贴、
高温停工、 防暑降温饮料等一系列高温福利， 不
过从执行情况来看， 不少企业防暑降温措施形同
虚设， 劳动者高温福利沦为镜花水月。 比如， 多
个地区的高温津贴标准已经数年未涨， 有的建筑
工人5年都没领过高温津贴。 而 “超过40℃停止室
外露天作业” 的规定也被置若罔闻， 仍有工人在
炎炎烈日下战高温， 斗酷暑。 对此， 各级劳动部
门和工会组织必须加强劳动监管， 加大处罚力度，
提高违法成本， 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其二， 改善工作环境。 相比高温津贴， 更重
要的是改善工作环境， 保障身心健康。 尽管 《劳
动合同法》 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执行国家劳动标
准， 提供相应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 但究竟相
应的劳动条件包括哪些方面， 达到何种标准， 语
焉不详。 有关部门有必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针
对劳动者高温作业出台具体的劳动条件和保护标
准， 督促用人单位遵照执行， 为劳动者尽可能提
供一个凉爽舒适的工作环境。

其三， 提供纳凉服务。 近年来， 一些地方市
民纷纷到地铁站纳凉， 折射出公众对于公共纳凉
服务的需求。 提供公共纳凉服务是政府部门应尽
义务， 更有助于低碳环保、 节能减排。 美国芝加
哥就制定了 “极热天气行动计划”， 要求酷热天气
里所有市政建筑都进入24小时制冷状态， 免费开
放供市民乘凉。 我国各地也应出台规定， 要求体
育馆、 图书馆、 购物中心等公共场所， 在不影响
生产经营、 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积极主动向公众
免费开放， 为市民提供避暑纳凉服务。

其四， 健全应急响应。 以往， 出现大范围高
温等极端天气， 气象部门都会发布预警信号， 启
动应急响应。 事实上， 高温不只是天气， 更关乎
民生 。 高温应急响应不应是气象部门的 “独角
戏”， 各级政府更应制定预案， 完善措施， 从容不
迫应对气象灾害， 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孩子被锁车里的悲剧不能再上演
昨天上午， 义乌网友 “家有三

美女vivi清贤 ” 在当地论坛爆料 ，
说11日诚信二区有个开宝马的女
人把儿子不小心锁在车里了 ， 先
叫了开锁的 ， 开锁的说把玻璃敲
了 ， 结果宝马女可能因为舍不得
修玻璃的钱 ， 让孩子在车里哭了
半天。 后来又是民警， 又是消防，
先后来了两拨人 ， 最后是一个男
的砸的玻璃， 孩子最终被救出来。
（7月13日中国青年网）

孩子被锁在车内导致窒息死亡
事件 ， 近年来不断发生 ， 校车将
孩子锁在车内忘记下车导致儿童
死亡 ， 家庭将孩子锁在车内发生
窒息死亡事故频发 ， 被称为孩子
身边24个 “隐形杀手 ” 之一 。 由
于儿童发育未完全 ， 其呼吸系统
和耐热能力也不如成年人 ， 因此
在 “闷罐车 ” 里极易发生 “热射

病”。 体内热量过度积蓄， 从而引
发神经器官受损 ， 直至死亡 。 所
以孩子被锁在车内是一件很可怕
的安全事故隐患， 千万不可小觑。

类似悲剧一再上演 ， 拷问学
校管理和家庭的安全意识和责任
意识 。 防止避免孩子被锁在车里
意外发生 ， 最重要的是学校应该
加强管理 ， 提高责任心 ， 及时清
点人数 ， 防止孩子被遗忘 ， 家长
一定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里 。
同时要加强知识普及 ， 要教会孩
子懂得一般自救知识 ： 如果打不
开车门 ， 先按亮双跳灯 ， 再按喇
叭 。 其次要告诉孩子正确的做法：
按下车内解锁键， 从内部打开车门。
当然孩子太小， 有的不可能懂得这
些 ， 关键还是在于学校和家长的
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 ， 别再让锁
在车里的孩子成为梦魇。 □文魁

“烧烤模式”
呼唤“制度清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