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岁男子小谢在出租屋里突然
晕倒 ， 刚好被房东看见 ， 房东冲
过去想拉他起身， 一摸浑身滚烫。
重度昏迷的小谢被紧急送往医院，
测量时他的体温已超过体温计的最上
端了。 截至昨晚发稿时， 小谢还在重
症监护室， 被诊断为热射病 。 （8
月3日 《华商报》）

在外打工的小谢得了热射病，
被好心的人们发现送往医院抢救，
还在昏迷中， 没有脱离生命危险。
据说小谢在工地当小工 ， 给外墙
贴瓷砖。

近一段时间， 我国不少地区持
续遭受高温炙烤 ， 酷热天气给人
们的生活带来许多不利影响 。 烈
日下 ， 总有一些岗位无法缺席 ，
比如清洁工、 坚守岗位的交巡警、

农民工等露天作业者， 无论是为了
城市正常运行还是养家糊口， 他们
必须坚持高温作业， 自然多了一份
风险。 然而这些特殊群体， 也是受高
温威胁的群体， 他们更需要社会的关
爱， 为他们送清凉降温， 把特殊的关
爱送给那些高温下的特殊群体。

相对于那些能在空调房里避暑
的人， 最先在高温下遇险的往往是
特殊人群。 把关怀率先送给特殊人
群， 体现了一座城市的人文关怀和
公共服务水平。 作为特殊群体， 他
们需要全社会的理解 、 尊重与关
怀。 要把高温关怀作为城市公共服
务的延伸， 优先送给那些最需要的
特殊人群，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帮助他们平安度过高温季节， 是政
府和企业应尽的责任。 □风铃

高温天要多关怀特殊群体

刘建国： 武汉地铁二号线洪山
广场站， 一年轻女孩和一中年女子
争抢座位发生口角， 女孩出言不逊
骂了后者， 后者当即大打出手， 几
乎将女孩衣服撕扯掉。 类似 “撕衣
大战” 不仅仅是道德议题， 还是法
律议题。 只有抛开道德视角， 立足
法律立场 ， 才能找准解决问题之
道， 从而减少或杜绝公共场合 “撕
衣” 的暴戾倾向。

■每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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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酒店床单超标
监管不能缺席

奚旭初 ： 在电视台工作两年，
从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的乔东作出
决定： 去一所职业院校学门技术。
从职校毕业后 ， 他在当地煤炭局
“谋到了差”。 端着 “铁饭碗” 的名
校毕业生上高职 “回炉”， 表明一
个人仅有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
更要有拿手的 “绝活”。

本科回炉读高职
图的究竟是什么

■世象漫说

难混过关
据悉 ， 今年上半年 ， 深圳纪检

监察机关共处置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
题线索543件， 立案396件398人。 此外，
深圳查明 “裸官” 212人， 对需要进行
岗位调整的44名领导干部全部进行了岗
位调整。 (8月3日 《南方日报》)

地铁“撕衣大战”
何时不再上演

□毕传国

■长话短说

让安全座椅
护航孩子一路安全

□韩睿

据交通部数据报告显示， 我国
每年有将近两万名14岁以下儿童死
于交通事故。 目前， 儿童安全座椅
已经被纳入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目
录， 将于今年9月1日起实施 。 (8
月3日 《京华时报》)

儿童是人类的未来， 儿童又极
为脆弱， 需要社会的额外保护。 我
国每年有这么多的儿童死于交通事
故， 不能说全部是由于没有儿童安
全座椅所致。 但如果在车辆上安装
儿童安全座椅， 能对乘坐车辆的儿
童起到一种保护作用。 目前， 全球
已经有40多个国家明确立法， 规定
12岁以下儿童都适用儿童安全座
椅。 中国在保护儿童方面， 不能继
续落后于其他国家。

安装儿童安全座椅， 更多地表
现了对于儿童安全的重视， 这就需
要提高软硬件设施的建设。 从保护
校车安全， 到校园安全， 到学生放
学路上的安全等等， 对儿童安全的
保护， 需要举社会之力， 需要全社
会行动起来， 不能留死角。

将儿童安全座椅纳入国家强制
性产品认证目录， 儿童安全座椅的
需求量也将大增， 也需要规范生产儿
童安全座椅市场， 要能避免其中存
在利益输送， 要形成优胜劣汰， 职
能部门要能严格监管市场， 让市场
形成以质取胜的良好竞争态势。 只
有让儿童安全座椅质量合格， 才能
护航孩子一路安全，只有完善对儿童
的保护措施，对儿童的安全进行制度兜
底， 多一些统一要求与 “强制认证”，
才能让儿童免于受到伤害。 □戴先任

�厦门某餐厅倒闭， 老板跑路， 被欠薪的庄某
等18名农民工将餐厅合伙人之一的郑某告上厦门
市思明区法院劳动法庭。 然而， 郑某却提出管辖
权异议、 追加其他合伙人为共同被告等诉讼请
求。 按一般程序， 讨薪遥遥无期。 劳动法庭启动
农民工讨薪快速反应机制， 与仲裁、 人社、 工会
等职能部门形成合力， 多方约谈郑某， 最终郑某
当场支付现金给农民工。 （8月3日 《人民日报》）

不妨说， 有劳动法庭的快速反应机制， 慑于
仲裁、 人社、 工会等职能部门联手且 “任性” 的
努力， 庄某等18名农民工是幸运的， 他们至少避
免了旷日持久的诉讼， 以及无奈甚至无助之后的
极端讨薪。 对此， 我们当然要为厦门市思明区法
院的劳动法庭大大点一个赞。

近年来， 劳动关系领域出现许多新情况新变
化， 劳动争议呈高发、 多发态势。 这当然是一些
无良企业和黑心老板蓄意作恶频频侵权的结果。
发生劳动争议后， 职工面对用人单位处于弱势，
存在取证难、 程序多、 维权周期长等难题， 使一
些想通过法律维权的职工知难而退。 应该说， 在
国家的力推和干预下， 各级主管部门的介入， 比
如劳动部门加大仲裁力度， 法律部门开通绿色通
道， 以及厦门市思明区首个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专
业法庭的设立等， 都对劳动者提供了多形式多渠
道的保护， 让这种情形有所改变。

但是， 也应看到， 这种改变毕竟是局部的，
很多争议还是要打到法庭上。 可一旦双方对簿公
堂， 很多时候， 往往就成了耐心和毅力的较量。 比
如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 一方面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
的审理期限为3到6个月， 必要时还要经过二审， 审
理周期过长， 客观上造成争议得不到及时解决， 加
大劳动者维权成本， 增加了矛盾激化的风险。

�更加令人忧虑的是， 一些 “老赖 ” 还 “善
于” 利用法律 “程序” 进行恶意诉讼， “假” 打
官司， 达到耍赖的目的。 比如， 在劳动仲裁裁决
之后， 恶意利用诉讼权利， 在仲裁程序结束后提
起诉讼， 以使仲裁裁决不产生法律效力； 一审败
诉后再申请二审， 利用法律程序拖延。 有的劳动
者， 就因为实在等不了耗不起， 或者知难而退，
放弃诉讼， 自认倒霉； 有的则铤而走险， 剑走偏
锋， 极端维权。

在对待欠薪这个问题， 其实有关执法部门一
直陷入在一个误区， 就是只把欠薪当作劳动争
议。 这是不对的。 今年2月2日， 在全总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 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 法律工作
部部长郭军表示， 在欠薪问题上， 打官司不是最
有效的办法， 因为大量的欠薪不是劳动争议， 而
是典型的劳动违法行为。

具体来说， 就是执法部门没有把欠薪当作违
法去办， 而是当作劳动争议去协商， 去调解。 这
要碰上还有点良心和德性的， 问题当然就解决
了， 倘若碰上那泼皮无赖滚刀肉一类， 不仅不干
活给钱， 反咬一口， 还恶意诉讼， 把被欠薪者反
折腾得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不死不活！

对此， 其实不用别的法， 只需一个招： 不给
钱， 就法办。 小罪小办， 大罪大办， 恶罪恶办。
很明显， 欠薪不是劳动争议是违法， 司法部门应
该果断出手， 敢于亮剑。 至于吊照、 关门、 清
偿， 更是题中应有之义！

由此可见， 劳动法庭虽然是一个好办法， 但
却不是治本之道。 治本之道就是提供制度保护，
让农民工像所有职工一样， 从一入职就受到庇
佑， 比如按月开薪， 享有社保医保， 有人欠薪就
必须受到法律追究。 而不是被人欠薪还要劳动争
议， 法庭诉讼。

生存训练是人生的重要一课
“10元钱， 在北京度过4天3夜，

不能求助同学和家长， 自己解决吃
住问题……” 包括张阳在内， 西安
交通大学启德书院10名大学生， 来
到北京参加校方举办组织的这项
“城市生存训练” 活动。 （8月3日
《新京报》）

尽管如今浮躁成风， 凡招惹眼
球的举动， 总不免有作秀之嫌。 但
我相信这些大学生确实不是为了作
秀。 每天10元钱， 几乎是生存线以
下的生活， 即使只有4天3夜， 也不
是轻易能熬过去的。

“现在的大学生自小由父母呵
护， 缺少与社会接触”， 活动组织
方希望， 通过此次活动让大学生走
出 “象牙塔”， 迎接来自社会的挑
战。 确实， 现在不少大学生缺乏对

社会民生起码的关注， 甚至漠然于
社会现实， 已引起社会广泛的担忧，
生存训练践行教育界老前辈陶行知先
生 “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学校” 的
教育思想， 让大学生走进社会， 关注
现实， 体恤民生， 是学与思、 身与行
的有机结合， 增强社会责任意识， 不
失为一个有意义的社会实践活动。

其实， 生存训练不仅于大学生
十分需要， 于许多淡忘了生存艰难
感觉的人们， 也很必要。 显然， 唯
有亲身体验， 才会对还没有解决温
饱问题的国人， 感同身受他们的艰
难， 从而珍惜生活、 懂得感恩， 于
是 ， 得益的不仅是个人修养的提
高 ， 更是社会责任感的增强 。 因
此， 生存训练实在是普遍需要的人
生一课，应该蔚成风气。 □钱夙伟

高创： 南京洗染行业协会暗访
了当地多家酒店， 重点测试了毛巾
和床单的酸碱值， 检测结果让人大
跌眼镜， 这家酒店毛巾的酸碱值达
到了PH9.5， 几乎等于洗衣粉的碱
性。 酒店藏秘密， 既有着经营者趋
利的因素， 也不乏监管缺席原由。
媒体有监督的权利， 但监督管理不
能仅靠媒体。

劳动法庭虽好
更需治本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