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上午10点10分， 荆州沙市
安良百货内， 一女子带着儿子搭
乘商场内手扶电梯上楼时 ， 遭遇
电梯故障。 在危险关头 ， 她将儿
子托举出了险境 ， 自己却被电梯
吞没后身亡。 （7月27日 《武汉晚
报》）

这一让人悲痛欲绝的事故 ，
居然是肇始于一个低级错误 ： 此
前商场刚做过电梯检修 ， 电梯上
到最高的时候由一块铺板跟地面
做衔接， 但检修完后 ， 工作人员
只铺了铺板 ， 忘记上连接螺丝 ，
于是导致人一踩上去就踩空了 ，
瞬间被电梯卷进去的悲惨事件 。
但即便如此， 让电梯专家 “想不
通” 的是， 按照行业要求 ， 在手
扶电梯两端与楼层接触的位置 ，
踏板下方设置有特殊装置 ， 一旦
踏板被打开， 或者人员掉落进去，

触发装置之后 ， 电梯会很快停止
运行。

电梯是特种设备 ， 按规定实
行更严格的监管 。 现在居然漏洞
百出， 电梯恶性事故频仍 ， 说到
底 ， 是 监 管 出 了 问 题 ， 比 如 ，
没有特殊装置或者特殊 装 置 触
发失灵的电梯 ， 是如何 通 过 安
检的 ？ 电梯检修之后 ， 何 以 未
通过安检和试运行就投 入 了 使
用 ？

电梯 “吃人 ” 事故 ， 凸显商
场对安全的无视 ， 当然必须予以
严厉的追究 ， 但更要追索的 ， 是
监管部门的失责 。 电梯已经是生
活中越来越大量使用的设备 ， 但
若不加以更严厉的监管 ， 更多骇
人听闻的电梯 “吃人”， 将是我们
的难以承受之重。

□钱夙伟

电梯何以频频 “吃人”

祝建波： 近日， 2015年全国高
考状元敕封典礼在山西晋城皇城相
府盛大举行。 10名高考状元身穿状
元服， “皇帝” 敕封他们为 “第一
甲状元赐进士及第”。 明眼人一眼
就能看出， 这不过是景区策划的一
次商业炒作罢了 。 要打破唯分数
论， 不再一考定终身， 才能真正消
除借高考 “状元” 炒作的乱象。

■每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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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扶老人”有风险
社会需要“好人法”

刘林： 诸如无障碍电梯等设施
是为了让市民享受更好、 更方便的
服务， 尤其是针对一些特定人士的
公共设施更是如此。 但一些商场却在
无障碍电梯出口设置数根铁栏杆， 如
此非人性化设施实在不应该出现。
这样做背离了无障碍服务的初衷。

无障碍服务
要不忘初心

■世象漫说
冰火两重天

截至2014年底， 我国60岁以上人
口逾2亿，约7人中就有1位老人。仅从养
老机构来说，一方面公众对养老机构存有
“一床难求”的印象，另一方面却是养老
机构全国平均空置率48%的现实，“冰
火两重天” 折射出我国养老机构的结
构性“失衡”问题。（７月２７日新华网）

高考状元岂能
成商业噱头？

□毕传国

■长话短说

企业要多为
“小候鸟”做实事

□吴左琼

每到暑期， 很多民工子女来城
市与父母团聚， 而遗憾的是， 由于
父母工作忙 ,他们常被 “二次留
守”。 今年， 杭州市一环卫公司老
板自掏腰包12万元为公司员工的孩
子创办了夏令营 ， 被网民点赞 。
（7月27日 《新华每日电讯》）

父母在哪儿， 家就在哪儿。 小
候鸟来到父母打工地团聚， 却带来
“幸福的烦恼 ”。 打工父母谋生忙
碌， 不可能夫妻一方请假或辞职照
顾 ， 小 候 鸟 不 幸 沦 为 “二 次 留
守”， 面临着生活、 安全等潜在的
风险和意外。 没有面包的亲情会苍
白， 但发生折翅的悲剧不只是个体
的悲伤。

应当说， 这些年有关部门举办
了夏令营等活动， 公益团体、 社会
组织也挺身而出 ， 为照顾 “小候
鸟” 做着实实在在的事情。 但覆盖
面不足 ， 许多小候鸟仍旧在 “散
养”。 老板自掏腰包为公司员工的
孩子创办了夏令营， 开展了丰富多
彩的活动， 拴住了孩子的身也留住
了孩子的心。 因为这份人性化的关
怀， 员工增加了情感归属， 自然把
企业当作温暖的 “家”。

实际上， 企业解除家长的后顾
之忧， 无须花多少钱， 主要管理多
些灵活、 人性化即可。 都说留人要
留 心 ， 现 在 的 孩 子 都 是 父 母 的
“宝”， 假期亲情集合号无论多高的
成本， 父母都愿意承担， 就是给孩
子更多的呵护。 但团聚本来有些无
奈， 要是企业不提供方便和服务，
反而处处设限， 只能令员工心寒。
反之， 企业多为员工着想 ， 这样
的 “温暖牌” 能不打动人心吗？

□袁斗成

��人社部调查显示 ， 目前带薪休假的落实率
仅有50%。 “领导都没休假呢 ， 我们怎么好意
思休 ？ 万一给领导留下不勤奋工作的印象 ，
以后调动 、 升迁都麻烦 。” 在不少企事业单位
中 ， 按规定休假会被视为 “偷懒 ” “事业心
不强”， 很多人想休假却不敢休。 据国家统计局公
布的报告， 42.4%的职工 “不休或未休完带薪休
假” 的原因是 “担心休假影响前途”。 （7月27日
《人民日报》）

带薪休假制度先行， 长跑了20年， 按人社部
的官方数据， 还有一半的人没有享受到这一基本
权利， 与此同时， 还有很多人对于享受本该享受
的权利还有所顾虑， 害怕， 担心影响前途， 可见
这一权利并没有深入人心， 还有很多人假期成了
“挂在墙上， 写在书里， 休在梦里” 的纸上福利，
带薪休假显然没有成为 “大众权利”， 还不是普通
人休闲生活的标配。

不可否认， 我国各地经济发展 、 社会保障
都存在较大差距 ， 加 上 市 场 竞 争激烈 ， 短时
间全面施行带薪休假是不太现实的 ， 据说 ，
法国也为此努力了 40年 。 但是 ， 随着权利意
识的崛起和各方的努力 ， 企业要认识到就业
市场供需关系迟早将发生改变 ， 带薪休假将
会成为吸引人才的重要手段之一 。 所以 ， 从
长久来看， 无论对于用人单位还是公民个人， 充
分保障带薪休假权利， 必然是 “硬措施”， 打不得
折扣。

日前， 广西将把职工年休假落实情况纳入评
优评先考核， 该休不休， 不能评劳模。 虽然广西
的做法在制度善意之外也有着被质疑的现实困
境 ， 但却具有鲜明的导向意义 。 真正让带薪
休假制度落实 ， 各地都要以积极负责的态度 ，
出台具有鼓励甚至强制休假的相关规定和细则，
同时， 对于带薪休假中的制度漏洞， 也要尽快通
过立法消弭。

带薪休假一直停留在 “纸上福利”， 很大程度
源于法律执行缺少刚性， 有制度、 有规定， 但就
差在落实， 处罚和监管都存在真空 ， 最后导致
员工不敢提 ， 企业也敢不放 。

要让这项 “大众权利 ” 真正实至名归 ， 不
仅需要完善的 “硬制度 ” ， 主动监督和追责，
提高用人单位违法成本之外， 也需要 “软措施”
调动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积极性， 比如在深化改革
的同时 ， 给予较好落实带薪休假制度的企业
更多的政策支持 。 同时 ， 劳动者也要增强维
权意识 ， 只有当职业评价体系不能撼动员工个
人休息休假权利的时候， 企业才能实实在在尊重
员工的权利， 进而带薪休假才能成为全社会都遵
守的一种规矩。

让 “前途” 和 “假期” 兼得成为 “新常态”，
才能有效维护职工休息休假的权利， 让休息、 休
闲成为全民意识， 不但能够更好的工作， 也能缓
解各种长假的 “黄金粥”， 避免堵车又堵心。 为
此， 离不开各方持续的关注与努力。

酸奶长毛监管别不长心
家住九江市瑞昌市的陈先生对

记者说 ， 他是一名开副食店的经
销商， 今年1月份， 他在 “南方食
品 ” 采购了一批 “南方如纯活益
菌” 酸奶。 “这批货80%都有质量
问题 ， 酸奶长毛了 ， 里面也有沉
淀物 ， 上面看起来就像白 水 一
样。” 陈先生气愤地说道 。 （7月
26日中国江西网）

尚在保质期内的酸奶长毛了，
供货商也承认 “确实属于产品质
量问题”， 只是仍需要查明造成产
品变质的原因 ， 并表态不管是哪
一种原因 ， 都会将这批货全部换
掉 。 不过此事无疑不能就此划句
号 ， 是不是还有其他经销商遇到
同样的情况 ， 问题到底出在生产
环节还是流通环节 ？ 显然需要监
管执法部门的跟进。

虽然商品主要属于工商局监管
范畴 ， 但面对涉嫌质量问题商品
信息 ， 难道质监局就不该引起警
觉， 主动前往厂家做一次调查摸
底 ， 看看问题是不是出在生产环
节 ， 进而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吗 ？
迅速 、 果断行动往往才能顺利取
证、 阻截违法业主规避执法处罚，
工商部门非得按部就班 ， 就不能
机动灵活一点吗？

食品质量安全无小事 ， 公众
舆论无不呼 吁 监 管 执 法 部 门 增
强责任意识和履职能力 ， 尤 其
是各部门画地为牢 、 各 自 为 政
现象备受诟病 ， 有关方 面 早 就
表示将建立联动 、 协作 、 首 问
执 法 机 制 ， 做 到 守 土 有 责 、 履
责有为 ， 对保质期内长毛酸奶的
不上心 ， 俨然表明个别地方的食
品安全监督执法尚须切实加以改
良。

□范子军

马涤明： 北京拟出台的 “好人
法 ”， 有些时候好人不敢做好事 、
不敢扶老人； 而 “坏老人” 伤害好
人的事件则屡屡发生 。 这种情况
下 ， 针对讹人行为 、 “扶不起老
人” 现象立法， 保护好人， 惩戒坏
人， 不但大有必要， 且迫在眉睫。

何以让“前途”
和“假期”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