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擦过的餐巾纸 、 垃圾箱里的
废纸， 甚至是用过的厕纸 ， 居然
摇身一变， 被加工成了某品牌卫
生纸 ， 大肆销往省内苏南地区 ，
两年内竟然卖出了300吨之多。 昨
日 ， 徐州沛县警方发布消息称 ，
一家涉嫌生产假冒品牌商标的农
家作坊被捣毁 。 截至案发 ， 根据
嫌疑人使用的台账 ， 仅记录下的
某品牌仿冒产品 ， 销售额就达到
了200余万元。 (7月25日 《扬子晚
报》)

用过的厕纸用来做卫生纸严
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健康 ， 但是此
类报道并不新鲜 ， 多年来不绝于
耳， 不仅是当卫生纸使用 ， 而且
还做成餐巾纸 ， 据央视报道 ： 部
分餐厅提供给顾客的餐巾纸实际
上就是厕用卫生纸 。 用厕纸加工
餐巾纸并非是无照无牌的小作坊，
一些名厂也难独善其身 。 生活用
纸问题一而再的发生 ， 而且一次
比一次数额大， 范围广 ， 终究何
时能才能杜绝 ？ 生产假品牌卫生
纸， 需要收购大量的废纸 ， 只要
到废品收纳点去查一查 ， 就能发
现这厕纸用于何需要 ； 再则把垃
圾纸、 厕纸进行加工生产出卫生
纸， 需要不少的机器配套 ， 轰鸣
声不断， 另外废纸进行漂白有大

量的污水产生 ， 尤其是销售要进
店铺进超市， 只要有一关能发现，
就能挖出其窝点 ， 长时间生产 ，
数量几百吨， 可见监管存在缺陷。

在此 ， 要提醒监管部门 ， 多
走走腿 ， 睁大些眼 ， 明察暗访 ，
深入到餐馆 、 商场 ， 观察纸品的
质地 ， 及时发现问题 ， 直捣其老
窝 。 如果加强对收购渠道和销售
渠道的看管 ， 再华丽的包装也将
被揭开 ， 厕纸变卫生纸也将原形
毕露。

□钟冬兰

卫生纸为何不卫生？

功夫猫猫： 四川自贡一市民手
机 40分钟流失 4000兆 ， 网费 1000
元， 中国电信相关负责人表示， 出
现这一情况， 可能系用户手机中了
病毒。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手机流
量 “丢” 了， 相关部门一定要查个
水落石出。

■每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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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预防学生溺水
光有童谣不够

吕也玫： 24日下午， 在海口一
中小学生培训机构一楼， 等待孩子
下课的杨女士如是说。 今年暑期的
招生异常火爆， 家长亦不惜代价，
有的家长多则向培训机构缴纳万余
元培训费 。 盲目参加 “天价培训
班”， 导致 “争上游” 的人越来越
多， 家长和学生都会感到很累。

“天价培训班”
家长学生都很累

■世象漫说
难题

广州市检察院前检察官杨斌 ， 是
一位闻名羊城的 “明星检察官”。 挥别
从事了23年的检察工作， 准备转型去做一
名律师。 然而， 4个月过去了， 因为缺少
一份能够证明自14岁以来从没有过犯罪记
录的证明信， 而迟迟拿不到这张实习律
师资格证。 （7月26日中国广播网）

手机流量丢了
是谁捣的鬼?

□赵顺清

■长话短说

警惕“情绪中暑”

□方小川

气温升高， 闷热天气容易引起
心情烦躁 ， “路怒症 ” 进入高发
季 。 记者从上海青浦公安分局获
悉， 因 “情绪中暑” 引发司机斗殴
案件呈上升趋势。 （7月26日 《新
闻晨报》）

气温升高 “路怒” 多， 而 “情
绪中暑 ” 也并非只发生在司机身
上。 在不少场合， 一些市民的肝火
上亢， 常因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吵得
不可开交， 更甚者一言不合就大打
出手， 酿成祸端， 就是典型的 “情
绪中暑”。 客观地说， “情绪中暑”
具有生理学意义 ， 但 “情绪中暑”
更有主观原因， 严格地说更是 “心
病”， 更要用 “心药” 治。 人有理智，
在 “情绪” 与理性之间， 能让理性
战胜 “情绪” 而不让 “情绪” 左右
理性。 事实早已反复证明， 所谓情
绪失控， 往往是 “不控” 引起的。

另外， 因为高温， 路口闯红灯
的多了 ； 从楼上往下扔垃圾的多
了； 在街心花园喷泉中洗脚的的多
了； 夜间纳凉时不管夜深人静， 拉
开嗓子说唱就唱的多了……诸如此
类， 又何尝不是 “情绪中暑”？ 我
不怀疑 “情绪中暑” 者在风和日丽
的日子里是温文尔雅 ， 彬彬有礼
的， 但也正因为气温的差异就导致
了文明的 “浮动”， 才尤让人感到
让文明 “守恒 ” 是多么必要和迫
切。 对付 “情绪中暑” 的良方， 是
给自己的心灵装一台 “空调”， 让
自己的精神家园变成 “清凉世界”。

世上什么药都有， 惟独没有后
悔药， 等到祸事临头才后悔不该让
情绪 “中暑”， 已是太晚太晚。 遇
事不冲动、 不放纵， 冷静而理性，
潘朵拉的盒子不打开， 魔鬼是跑不
出来的。 □奚旭初

�安徽省政协工会界别的部分委员调研指出，
一边是企业抱怨招不到合适的技能人才， 一边是
农民工抱怨企业招工门槛过高， 按理说， 技能培
训应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 可是一谈到培
训， 无论是企业， 还是农民工， 两边的积极性似
乎都不太高。 （7月24日 《工人日报》）

为什么出现这种尴尬局面呢？ 站在农民工的
立场上， 首先是培训影响收益。 农民工都是很实
际的群体， 出来打工就要有立杆见影的效果。 而
在现实中， 很多人都拿计件工资， 参与培训会影
响干活， 影响收入。 即使参加培训能得到补贴，
但数额远抵不上误工损失。 其次， 培训内容不实
在。 部分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认为， 学校开设的
培训内容与工作实际需要脱节， 上课 “满堂灌”，
缺少实操训练， 动手机会少， 实际能力提升有限。
还有的农民工认为， 不少企业自行组织的培训往
往很难得到政府相关部门或行业内的普遍认可，
很难给农民工带来直接好处。

�但站在企业立场上看， 有些企业担心付出了
很大心血 ， 却得不到相应回报———怕一些职工
“羽翼丰满”， 另择高枝， 被其他公司高薪挖走。
有企业就指出， “培养一名熟练的数控车床工一
般需要5年左右， 而这5年的培训很有可能是 ‘为
他人做嫁衣’。” 这种担心投入和产出不相称的局
面， 和农民工的心态何其相似。

可见， 难招到有用人才和不愿意进行培训的
尴尬困局的出现， 企业和劳动者都有责任。 企业
管理者和农民工都怕吃亏， 结果只好双方都吃亏。
人才的成长， 肯定有付出， 才会有回报。 客观地
说， 人力资源的培训， 事关国内产业的提升与长
远发展， 尤其在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
对人才培训的需求更是如此。 因此， 出现这种局
面， 不光是农民工等劳动者短视， 也有企业的短
视与急功近利。

按理说， 提高了员工的技能， 才能提高生产
服务效率， 减少工作失误， 降低生产成本， 从而
保障产品或服务质量。 对员工来说， 自身素质的
提高， 才是收入提高的基础。 但双方都不愿意努
力， 结果必然是双输。

而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用工市场出现的这种现
象， 本质上是一种市场失灵。 要化解这种被动局
面， 只需要政府发挥作用。 政府的作用， 就是在市
场失灵的时候发挥作用。 当然， 化解这种局面， 并不
是要政府直接出面去搞培训， 毕竟政府并不完全了解
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要培训出合乎市场需要的人
才， 一是靠各种培训机构与企业的合作， 二是鼓励企
业自身搞培训。 激励企业和培训机构从事培训工
作， 可以通过减税和补贴， 让企业有培训技能性
人才的动力， 不怕因培训费心费力而鸡飞蛋打。

对于参加培训的人来讲， 要让他们看到培训
的好处， 为此， 要切忌走形式主义， 让培训者对
于技能的提升和收益的提高， 都有明显感受。 对
那些 “满堂灌” 和培训内容与需要脱节的培训，
要坚决摒弃。

只有企业和劳动者都能从技能培训中看到好
处， 搞培训和参与培训的积极性才会双方提高， 从
而达到良性循环。 要达到这个目标， 需要政府给出优
惠政策， 让企业有动力去培训人才。 政府也要在人力
资源的培训方面加大投入力度， 让多数人在进入劳
动力市场前， 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培训， 这对于
经济的良性发展必不可少。 做这个工作， 需要政
府和企业在各自的角度上努力行动起来。

点赞公交司机义举更要关注健康
一名公交司机 ， 在吐血瘫倒

前 ， 不失冷静拉手刹 、 熄火 、 开
双闪 ， 保住全车20多名乘客的安
全 ； 三名热心乘客 ， 将自己的事
放在一旁 ， 一路将司机送进抢救
室 。 昨日上午10时许 ， 这件事从
68路公交车上开始 ， 到厦门中医
院结束 ， 正能量在人与人之间传
递不息。 （7月26日 《厦门日报》）

这绝对是惊险而感人的一幕。
公交司机在危机关头停好了车 ，
可以说是救了全车乘客的性命 ，
否则 ， 后果不堪设想 。 我们在收
获感动的同时 ， 不妨冷静下来思
考 ， 近年来 ， 类似事故已不是第
一回发生 ， 关注公交司机健康亟
待提上相关部门工作议程， 须知，
公共交通安全绝非儿戏 ， 尤其现
在是盛夏季节 ， 属于 “多 事 之

秋”， 作为掌握方向盘的公交司机
当受善待 。 众所周知 ， 公交司机
每天要长时间连续驾驶 ， 劳动强
度大 ， 加上社会 、 工作 、 生活中
等方面压力 ， 身体可能处在 “亚
健康 ” 状态 ， 时间一长毛病就容
易出来了 。 因此 ， 城市中 “手握
方向盘， 脚踏鬼门关”、 每天负责
我们出行的公交司机 ， 亟待整个
社会的关心和关注。

相关部门应着力完善职业保
障体系 ， 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关爱
公交司机的氛围 ， 通过改善用工
软环境 ， 留住司机 ， 吸引新鲜血
液补充进来 ， 降低工作强度 ， 还
要为他们缓解心理压力 ， 避免超
负荷劳动 ， 以免引发身体潜在的
疾病， 防控安全事故发生。

□刘林

李冰洁： 近日，为预防中小学生
溺水，教育部在官方网站公布《中小学
生预防溺水童谣》，“防溺水童谣”只
是对中小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的第一
步，接下来还有更多有效的举措，并
作为中小学生的必修课， 要求全体
中小学生都必须学习， 从小掌握基
本的安全教育常识。

技能培训“短视”症
当如何化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