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乡一辆公务车辆在我们的数
据库里 ， 累计违法数量达到784次 ，
位居我们这次公布的200辆多次违法
未处理小车首位 。” 10月21日下午 ，
河南省交警总队首次通过分析数据库
公布200辆多次违法未处理社会车辆名
单， 并公布了今年以来省辖市违法总
量排名等情况。 （10月22日中新网）

据民政部报告， 截至2014年年
底， 中国的老年人口数量达到2.12
亿人， 其中残疾老人约有5088万，
约占老年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 。
据此测算， 我国需要养老护理人
员1000万人左右 。 按道理 ， 这么
大的人才需求， 会让这个职业变
得非常抢手。 然而 ， 央视记者在
哈尔滨市的养老机构里 ， 看到的
情况却完全超出了想象 。 招工时
不敢说工作内容， 工作时不敢按
规章处罚， 养老院遭遇用工难上
难。 （10月21日央视）

养老院招工难的确在全国是
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 根据中国社
会管理研究院的一项研 究 ， 至
2020年 ， 中国的半失能老人将达
到6852万至7590万 ， 失能老人达
到599万至674万 ， 养老护理员岗

位则应达到657万至731万 。 据此
研究估测， 目前中国的养老护理员
缺口在300万至500万人。 新增老年护
理员的流失率为40%至50%， 养老
行业用工荒在全国各地上演。

要想破解这个问题 ， 首先应
该建立养老护理职业化专业化制
度 。 一名护理员一定要经过正规
的职业培训 ， 拿到相应的职业资
格证书 ， 有健全正常的职业晋升
通道 。 其次 ， 在薪酬上也要保证
基本和医疗机构的护理人员保持
相近的水平， 保证 “五险一金 ”。
再次 ， 各级政府要在政策上 、 资
金上给予倾斜， 确保养老院的正常
运转和人员的相对稳定。 只要全社会
能够形成人人关心养老院、 关心护
理员的氛围 ， 破解养老院招工难
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许庆惠

破解招工难 要多管齐下

刘小兵： 今年7月份， 吉林市
公安局江北分局华健派出所控制了
一名盗窃嫌犯范某， 他涉嫌在吉林
市多家医院盗窃20余起， 偷了不少
患者的 “救命钱”。 严打击离不开
严 监 管 ， 只 有 从 源 头 上 减 少 甚
至 禁 绝 不 法 分 子 进 入 医 院 的 概
率 ， 才 能有效减少患者救命钱失
盗的概率。

■每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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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敬老贵在平时
不必逢节扎堆

设游客黑名单
要有法治思维

■世象漫说
公车违法

偷患者救命钱
必须严厉打击

□赵顺清

■长话短说

要让农民工
畅享工会服务

□石南

这是20日 《中国纪检监察报》 的一条新闻，
其标题是： “多地省长书记曾建议别曝光， 仍被
中纪委点名通报。” 这条新闻给人的联想颇多， 但
是其中那句有关 “不怕处分怕丢人” 的话， 在我
的脑海却久久挥之不去， 不断反刍。

这句话在报道中是这样的： 对于点名道姓通
报的威慑力 ， 一些受了处分的干部深有感触 ：
“只要不点名道姓地进行通报， 给个什么处分都
行， 咱丢不起这个人。” 在这一点上， 河南省襄
城县纪委干部魏永涛也表示认同 ， “现在部
分党员干部不怕给个党政纪处分 ， 而怕在一
定范围或网站上进行点名道姓通报， 根本原因是
怕丢人”。

乖乖， 违反了党纪， 却不怕处分怕丢人。 这
是一种什么心理？ 我的解读是， 其一， 蔑视规则
或者纪律； 其二， 太看重个人脸面。 一句话， 就
是轻规则重面子。

中国人太看重面子了， 关于各种重面子的故
事和段子比比皆是， 有为了面子比婚宴斗豪车的，
有比着摔珠宝撕钞票的， 近期的版本有两个人为
了面子把一家餐馆的60多箱800瓶的啤酒都打开了
的， 至于普通版的讲面子， 比如心里不情愿还要
随份子等打肿脸充胖子的举止， 更是车载斗量，
就是再往早追溯， 孟子 “齐人有一妻一妾” 里那
个向扫墓人乞讨残羹剩饭的齐人 ， 更是个 “鼻
祖”。 所以千百年来， 有一句谚语一直在流传， 那
就是： 打人别打脸， 揭人别揭短。 脸面包含尊严，
是无与伦比， 无上光荣的。

如果由此说讲面子是一种人情世故， 那其实
也没有什么， 只要对社会无害。 可关键是， 如今
人们讲面子， 变成了对规则的无视， 甚至到了嘲
笑甚至轻蔑的程度。 举个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例子
吧。 20多年前， 性格腼腆不苟言笑的表弟 ， 是个
绝对靠谱的好青年 。 记得一次我去看望姨夫
姨母 ， 回来时坐单位的班车到苹果园换乘地
铁 。 那时候的车辆非常少 ， 马路也不宽 ， 中
间只有一条单黄线 。 几乎所有的人 ， 下车后
看到没车就跨过马路到对面， 只有表弟， 还要
往回走几十米， 然后左顾右盼， 然后小心翼翼地
顺着斑马线过马路。

记得我曾经让他和我们一起过马路， 但是被
他拒绝了。 说实话， 当时甚至至今相当一段时间，
都觉得他很轴很可笑， 甚至觉得他 “有病 ” ， 成
为关于他的谈资 。 悲哀的是 ， 这是我们绝大
多数自诩为健康的人的心态 。 而这 ， 毫不讳
言 ， 与其说是一种思维惯性， 不如说是一种国民
劣根。

对于面子， 林语堂先生曾有段入木三分的表
述： 中国人的 “面子” 这个东西， 无法向外国人
翻译， 无法为之下定义。 它像荣誉， 又不是荣誉。
它比任何世俗的财产都宝贵。 它比命运和恩惠还
有力量， 比宪法还受人尊敬。 中国人正是靠这种
虚荣的东西活着。

而现在， 从中纪委的反馈来看， 它的确比宪
法还受人尊敬， 比规则和纪律还重要， 这不仅表
现在一般的干部中， 就连省部级高官都多有人在。
对于违纪者， 当然需要纪委当头棒喝， 点名道姓，
这是真正的治病救人， 否则一旦病入膏肓就晚了
也完了。 简言之， 一个人只有重视各种规则， 遵
守各种法律， 严守各种底线， 才能从根本上不丢
脸， 讲面子， 有尊严。

�黄齐超： 每到重阳节， 各地敬
老院都热闹起来， 记者对哈尔滨几
家养老机构的采访 ， 印证这个事
实。 因为敬老行为过于集中， 导致
敬老中心的接待超负荷， 老人们的
生活也被打乱。 敬老成表演， 老人
成道具， 如此的爱心 ， 水分多多，
让人难以释怀。

珠海金湾个体工商业领域的农
民工 ， 被首次纳入工会服务 。 昨
天， 记者从金湾区获悉， 该区近段
时间首次大规模吸纳农民工进入工
会， 截止到目前已有3812名农民工
成为工会新成员。 今后， 金湾区将
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工作中的实际困
难。 （10月22日 《珠江晚报》）

农民工入工会并不是领张表 ，
签个名， 发个表那么简单， 否则流
于形式。 纵观以往， 他们入工会意
愿不强， 除了自身原因之外， 还与
他们感知不到加入工会的好处有
关。 所以， 相关部门既要让农民工
“进得了门” 又能 “留得住心”， 这
需要建立服务农民工的长效机制。

真正让农民工入得了会， 享受
得了工会的优质服务， 力争实现农
民工入会数量和服务质量的双提
升。 依笔者之见， 首先要做好 “娘
家人”。 农民工可能遭遇欠薪 、 工
伤等， 他们往往没有法律意识， 维
权比较吃力。 因此， 相关部门要真
正做好广大农民工的 “娘家人 ”，
为他们代言。 其次是要送技术。 农
民工文化不高， 技术不强， 这需要
相关部门加强扶持和培育， 比如将
工会费用更多地用于职工培训。 另
外， 相关部门还要利用新媒体加强
工会与农民工之间的联系， 急他们
之所急， 想他们之所想， 由被动服
务变主动服务， 使他们真正体会到
加入工会带来的好处。

□刘林

带伤讲课让人感动也让人不忍
肩胛骨裂 、 肋骨骨折 、 刺伤

内脏……伤筋动骨一百天 ， 但是
河南科技大学的刘承斌老师在这
样的伤势下 ， 只休养几天 ， 便绑
着绷带 、 戴着护腰坚持给学生上
课。 （10月21日 《中国青年报》）

刘 承 斌 老 师 带 伤 上 课 ， 于
“最敬业的老师” 当之无愧， 也确
实让人感动， 但是， 也让人不忍。
这固然是刘老师主动要求 “学校
照常安排他的课程”， 但这于学校
却应该是不能满足的要求。 毕竟，
这对刘老师的康复不利 ， 甚至有
可能造成更大的伤害 ， 有什么比
关心老师的身体健康更重要呢。

这让人想起了曾经有报道 ，
有学校实行老师 “疲劳假”。 除去
国家法定节假日 、 双休日 ， 允许
每位教师在不影响正常上课的情

况下 ， 每月有一天带薪的 “疲劳
假”； 允许教师每周有一天上午晚
到1个半小时， 有一天下午下班早
走1个半小时 。 如此人性化的制
度 ， 凸显出的是对老师实实在在
的关爱 。 因此 ， 于本来还未伤愈
的刘承斌老师， 当然更应该休假。

现在的老师 ， 无不处于满负
荷工作压力之下 ， 保证老师的身
体健康 ， 归根到底是为了教育 、
为了学生 。 教师神经终日绷紧 ，
身体 、 精神不能处于最佳状态 ，
或情绪传导给学生 ， 或影响正常
的教学 ， 危及的无疑是教育的根
本。 刘承斌老师虽然即使带伤也
保持着旺盛的精神状态 ， 但于伤
病之人 ， 如果要长久保持恐怕也
是勉为其难。

□钱夙伟

重面子轻规则
不是荣誉是劣根

史洪举： 从制度设计上说， 游
客黑名单的确增加了游客不文明行
为的 “道德成本” 和 “信用成本”，
对规范游客行为， 倡导文明旅游有
积极意义。 不过， 缺乏惩戒措施的
黑名单还起不到威慑作用 ， 沦为
“没有牙齿的老虎”。 面对这样的尴
尬 ， 有关部门完全可以在科学论
证、 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提出立
法建议， 促进出台位阶更高， 效力
更强的法律法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