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福州台江万达附近的宇洋
中央金座写字楼内 ， 新进了一
台 “ 会 说 话 ” 的 “ 救 命 神
器 ” ， 它 叫 自 动 体 外 除 颤 器
（ 英 文 简 称 AED） ， 这 是 在 福
州 公 共 场所安装的第一台 。 据
悉， 我国每天约有1500人死于心

脏骤停， 在心脏骤停后的 “黄金
4分钟” 内， 若周围的人能第一
时间进行心肺复苏或使用AED，
真能救人一命。 （4月6日 《海峡
都市报》）

不可否认， 在公共场所安装
“救命神器” 之后， 更有助于保
障公众生命安全， 避免心脏骤停
引发一系列悲剧。 尤其是， “救
命神器” AED的使用者， 主要是
急性心脏病发者周围的人， 避免
了等待医护人员而错过 “黄金四
分钟”。 不过， “救命神器” 的
安装和使用培训等 ， 只是第一
步， 如何发挥出救命的作用， 还
应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众所周知， 福州安装自动体
外除颤器并不是首例， 在全国很

多地方早已有先例。 比如， 北京
首都机场从 2006年就开始安装
AED， 三个航站楼的候机厅和到
港区域已放置76台AED， 但很多
一直是锁着的， 使用时需要找工
作人员打开。 再比如， 2008年奥
运场馆也曾是安装有AED的大
户， 但在2012年底， 10个奥运场
馆在奥运期间装上的300台AED
已经不知去向。 不难看出， AED
安装并不难， 但是如何使用、 如
何操作， 却面临掣肘和障碍， 以
至于某些公共场合沦为一种摆
设。

之所以如此， 原因无非在于
两个方面： 一方面， 对于普通民
众来说 ， 对于新生事物具有 生
疏感 ， 就像使用灭火器一样 ，

一 旦 处 于 紧 要 关 头 ， 难 免 会
手 忙 脚 乱 。 另 一 方 面 ， 就 目
前 的 现 实 情 况 来 看 ， 公 众 在
抢 救 他 人 时 ， 往 往 无 法 从 法
律层面得到 “豁免”， 假如被抢
救者出现严重后果， 急救者则可
能要 “吃不了兜着走”。 在体外
心脏除颤设备中， AED就像是相
机中的 “傻瓜机”， 是给非医务
人员使用的。 假如， 如此重要的
“救命神器” 沦为摆设， 不能不
说是一种遗憾。

在美国， AED随处可见， 美
国心脏学会专门在社区训练中心
开展AED的培训课程， 参加培训
的人员不仅有消防员、 警察、 航
空公司职员等， 更多的还是普通
民众。 与此同时， 美国各州都制

定了公众电除颤项目的相关法律
法规， 所有州还通过了 《好撒马
利亚人法》， 以此来保护每一位
善良的施救者。 由此， 若让AED
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不能只是依
赖于公共场所内的安装配备。 最
为重要的， 应该在制度法律层面
做到针对性完善和补强， 强化普
通民众的培训， 并让 “好人法”
落地， 确保AED得到及时有效的
利用。

应该说， “救命神器” 无法
自行， 需要制度和法律的保障和
推动 。 只有让现场急救者动起
来， 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才能
不断提升公民个体的急救意识与
素养， 也才能让 “救命神器” 不
再 “沉睡” 下去。

■每日图评

如何堵住餐馆的食品安全漏洞

■网评锐语

“逆行不听劝阻”
缘于法律意识淡薄

闹婚应有底线
不能太过分

■世象漫说

吴玲： 早就说好做伴娘的闺
蜜 ， 在自己婚期前一个月突然
“请辞”， 家住汉阳杨泗港附近的
王女士 ， 谈论起自己订在 “五
一 ” 期间的婚礼时 ， 显得很无
奈： “闺蜜说看到柳岩被 ‘闹伴
娘’， 怕自己也被整 ， 非要我签
一个 ‘禁止闹婚协议’， 我和婆婆
还为此大吵一架。” “闹婚” 应该
有底线， 不能违背文明道德 和公
序良俗， 不能突破法律底线。

新闻【快评】本版热线电话：63581010│ E—mail:bjldwbpl@126.com│校对张旭│美术编辑赵军│本版编辑 康雪冬│２０16年 4月 7日·星期四02

■长话短说

“杏花村”在哪儿？

事后“讨薪”不如“严惩欠薪”
■有感而发

周歌： 驾车在道路上逆行 ，
遭遇交警上前纠正， 驾驶员非但
不停车， 还将交警拖行约40米。
4月5日上午8时许， 在佛山南海
区海五路上演了这惊险的一幕。
逆向行驶本就不对， 交警对其进
行处罚也合情合理， 可是， 在当
前的法治社会 ， 其居然一意孤
行， 不仅不听劝阻， 甚至还将交
警拖行约40米， 面对这起案件的
发生， 不仅是对当事驾驶员的警
示， 同时， 也提醒大家要恪守交
规、 文明出行！

■每日观点

□刘建国

“救命神器”需要制度和法律的保障

�应该说，“救命神器”无
法自行，需要制度和法律的
保障和推动 。只有让现场
急救者动起来 ，免除他们
的后顾之忧 ，才能不断提
升公民个体的急救意识与
素养，也才能让“救命神器”
不再“沉睡”下去。

个人信息泄露已不是一
个新鲜的话题 ， 频繁的推销
电话与垃圾邮件让大多数人
见怪不怪 。 不过 ， 买卖孩子
信息的行为你们见过吗 ？ 只
需花32000元， 就能买到济南
市20多万条1-5岁的婴幼儿信息，
顾客还可以选择买哪个区的 。
（4月6日 《齐鲁晚报》）

信息泄露 “连孩子也不
放过”， 这无疑又会撩拨起公
众那根脆弱神经———个人信
息的安全与保护问题 ， 尤其
在互联网时代、 “互联网+”
时代， 个人的一些隐私信息
正在以加速度 “裸奔”， 这必
将导致人人自危， 而又人人不
能自保。 尽管个人很生气， 但
是， 后果依然很严重———无穷
无尽的垃圾短信、 骚扰电话，
甚至还面临被敲诈勒索……

个人信息保护 ， 不仅是
公民隐私权的内在要求 ， 而
且涉及到公民的经济利益 。
中国互联网协会公布的 《中
国 网 民 权 益 保 护 调 查 报 告
（2015） 》 显示 ， 近一年来 ，
因个人信息泄露、 垃圾信息、
诈骗信息等原因 ， 导致网民
损失总体约 805亿元 ， 人均
124元， 其中约4500万网民近
一年遭受的经济损失在1000
元以上 。 越是在信息经济发
达的今天 ， 越是在互联网 、
“互联网+” 的今天， 个人信
息保护越重要而迫切。

用 “互联网+立法” 保护
个人信息 。 《中国新媒体产
业安全报告 》 明确提出 ， 我
国个人信息处于严重被滥用
的状况 ， 而导致这一现象的
一大原因在于 ， 对个人信息
保护， 目前尚缺乏可操作性
的法律规定 。 2005年 《个人
信息保护法 》 专家意见稿就
已经提交 ， 但这项立法建议
一直未能进入正式的立法程
序。 《个人信息保护法》 的立
法既要果断按下 “快进键”， 又
要积极探索 “互联网+” 立法模
式———不仅要适应互联网时
代、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需求，
而且要具备 “互联网+” 的前
瞻性。 □王旭东

唐代诗人杜牧七言绝句 《清明》 “清明时节雨纷
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去， 牧童遥指杏
花村。” 千古流传， 但 “杏花村” 到底在哪里， 却又
莫衷一是。 鉴于年代久远， 没有准确的考证， 类似
“杏花村” 这样的名人故里、 古代名址之争时有发生，
争夺战的背后， 是文化之辩还是利益之争？ （４月６日
新华网） □老笔

如何保护
孩子的信息

日前 ， 安徽省潜山县人社 、
公安部门成功处理一起农民工工
资拖欠案件， 为25名农民工追回
工资20余万元。 去年上半年， 潜
山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接到潜山
县点亮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农民工
投诉称， 该公司法人代表卢某失
去联系， 拖欠劳动者劳动报酬总
计20余万元。 经调查核实， 潜山
县人社局依法立案处理， 并以涉
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移送县公
安机关。 经公安机关网上追逃，
虽然犯罪嫌疑人卢某至今仍未到
案 ， 但在有关部门的耐心工作

下， 卢某亲属筹措资金支付了所
欠的农民工工资。 （4月6日 《安
庆日报》）

保证农民工的工资不被拖
欠， 首先不能让 “玩跑路” 的欠
薪者一跑了之。 部分拖欠农民工
工 资 的 老 板 习 惯 “玩 跑 路 ” 、
“玩失踪”， 任凭等着结算工资的
农民工急得跺脚。 执法部门应该运
用各种手段展开 “追逃”， 将欠薪者
抓回然后绳之以法。 事实上， 2013
年元月，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 《关
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
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对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的定
罪量刑标准进行了明确 。 问题
是， 相关规定往往没有得到很好
的落实， 恶意欠薪者也多半没有
被追究法律责任———这才是导致
欠薪事件层出不穷的根源。

治标更需治本。 无论是从节
约成本还是社会影响考量， 事后
“讨薪” 均不及 “严惩欠薪”。 “严
惩欠薪” 不仅能解决个案， 更能对
其他欠薪者起到警示作用。 只有
让拖欠农民工工资者付出 “不划
算” 的代价， 才会让其对法律保
持足够的敬畏。 □余清明

和合谷霄云路店， 位于朝阳
区霞光里附近 ， 周边很多写字
楼， 每天食客络绎不绝。 近日，
京华时报记者以应聘为由进入该
店进行暗访 。 记者暗访期间发
现 ， 该店存在将剩包子 加 热 后
再 卖 、 鸡 肉 包 装 保 质 期 随 便
改 等 现 象 。 此 外 ， 该 店 卫 生
条 件 堪 忧 ， 员 工 用 擦 完 下 水
槽 后 的 抹 布 擦 餐 盒 ， 部 分 员
工如厕后不洗手就直接制作食
品， 更有甚者， 员工做饭和捅垃
圾用同一把刮铲。 （4月6日 《京
华时报》）

前些日子， 饿了么、 美团外
卖平台遭到曝光， 存在上线商家

证照不符、 无证经营、 卫生环境
脏乱差等问题。 而作为实体店的
餐馆， 并不是都干干净净的， 存
在的问题也不少。 就连像和合谷
这样的小有名气的连锁餐饮企业
都如此脏乱不堪， 实在让经常在
外就餐的人们不寒而栗。

要想彻底杜绝餐馆脏乱差 ，
让老百姓吃上放心餐。 首先， 应
该严格问责制。 如果各监管部门
都能各司其职、 守土有责， 就不
会出现这么多的食品安全问题。
所以， 一旦发现某个餐馆出现涉
及食品安全问题， 应在及时处理
的同时， 追责相关监管部门； 其
次， 用法律法规规范监管部门和

餐饮单位， 监管部门真正做到有
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形成威慑力， 要严格要求餐饮企
业遵守 《食品安全法》 并设立食
品安全员岗位。 对餐饮单位采取

定期和不定期检查， 一旦发现问
题 ， 依法处理 ， 绝不姑息 ； 再
次， 消费者在发现食品安全隐患
时要积极举报并配合监管部门查
处。 □许庆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