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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

补情商

■有感而发

和法堡： 据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局官网数据，截至2016年1月21
日，因临床试验数据不真实、不完
整等问题， 国家食药监总局不予
批准的、药企自查申请撤回的药品
注册申请高达1184个， 占要求自查
核查总数的73%。 真实可靠的临床
数据， 是药品上市前关键的一道
安全屏障， 要对临床数据造假乱
象零容忍， 除了加大对不良药企
和相关人员的制裁力度外， 还要
建立和完善相关的监管体系。

曝光重大火患单位还要彻底整改

月饼盒应探索“变废为宝”之道

■每日观点

□辛望

农民工收入高于大学生之因需深度辨析

高技能农民工的收入快速
增长带动了农民工群体平均收
入较快增长， 恰恰说明读书依
然有用， 但读书还必须是学管
用的， 切合社会需求的。 人们
不能因为一些农民工收入高于
大学毕业生就质疑读书的用途
， 但 “唯文凭论” 将日渐没落，
也将是不可扭转的趋势。

史洪举 ： 9月19日 ， 《广东
省安全技术防范管理办法 （送审
稿）》 在省法制办官网上公开征求
意见。 其中明确规定， 禁止在旅馆
客房、 宿舍、 公共浴室等涉及公民
隐私的场所和部位安装具有视 （音）
频采集功能的技防产品或技防系
统 。 监控设备并非可以畅行无
阻， 无孔不入， 其理当止步于主
要涉及公民隐私活动的场所。

莫让健康的真相
“越养越乱”
朋友圈里被各种保健养生信

息刷屏、 老人迷信各种养生 “秘
籍”、疯狂购买各种保健品……巨
大的养生需求催生出了鱼龙混杂
的养生市场， 而由利益催生出的
养生乱象， 其实是社会转型期的
一种社会病。 （9月20日新华网）

随着人们对自身健康问题的
关注度越来越高， 花钱买健康逐
渐成为时尚。 而如今， 披着 “中
医”、 “秘方”、 “专家” 外衣的
伪养生知识往往造成了人们认识
上的误区， 认为只要养生、 吃保
健品就可以让你不吃药， 或者是
通过食疗就可以治百病。 同时，
伴随着微信、 微博等自媒体传播
工具带来的信息传播方式的改
变，“内行不说，外行乱说”的现实
之下，健康的真相往往被“越养越
乱”，保健品和药品的界限 “模糊
化”，甚至有些人因此耽误了正规
治疗。 至此，花数十万买保健品
的 ， 一掷千金买 “治病神器 ”
的， 长年吃 “淀粉” 降糖的……
老人被骗已不再是新闻。

遏制混乱的养生市场， 不能
光靠消费者擦亮眼睛。 首先， 是
要守住养生信息传播者的责任之
口 ， 严厉追究传播虚假养生信
息、 和暗藏玄机 “养生鸡汤” 者
和信息发布平台的法律责任。 更
重要的是， 需要用真正专家的科
普代替 “大忽悠”， 这样， 公众
才能了解健康的真相， 不再盲目
养生 ， 甚至看似养生 ， 实则伤
身。 此外， 就是要加强对保健品
市场的规范和监管， 提高保健品
生产企业的准入标准， 建立 “退
出” 机制和严格的处罚制度； 重
申广告从业者和媒体的责任， 严
格审查保健品广告的制作和发布
等 ， 才能降低消费者的辨别难
度。

说 到 这 ， 也 不 得 不 提 醒 ，
“养生保健” 实则最忌讳急功近
利， 当遇见打着 “中医” 或 “高
科技 ” 的大旗编制的养生 “神
话” 时， 一定要有所警惕， 小心
口袋被掏空！

□吴左琼

近日 ， 公安部集中曝光100
家重大火灾隐患单位。 据了解，
此次被点名曝光的单位均为严重
影响公共安全、 发生火灾后易造
成人员伤亡的重大火灾隐患单
位。 其中有各类商场市场、 劳动
密集型企业、 宾馆饭店、 医院、
学校、 养老院等。 公安部消防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 集中曝光重大
火灾隐患单位、 跟踪报道整改情
况， 目的在于动员各方面力量参
与专项行动， 形成整治重大火灾
隐患的强大舆论声势， 推动加快

重大火灾隐患整改， 有效提高全
社会火灾防范水平。 （9月19日，
《人民公安报》）

俗话说， 水火无情。 在历次
重特大火灾事故中， 不知吞噬了
多少人的宝贵生命， 给无数家庭
带去了巨大的伤痛甚至是灭顶之
灾， 也给社会留下了许多难以愈
合的伤痕和无法忘却的苦痛记
忆。 所谓隐患险于明火， 要减少
和避免火灾事故对人们生命财产
造成的伤害， 除了要加强火灾应
急能力建设 ， 提升火灾扑救水

平 ， 最大可能 “火口夺人 ” 以
外， 更要坚持防范为先， 把功夫
下在平时， 将预防工作赶在火灾
发生之前。

对于重大火灾隐患单位不能
止于曝光亮相， 后续治理乃至最
终平息火患更为关键。 应当以此
次曝光为契机， 集中力量开展重点
攻坚， 采取更加有力、 更为有效和
针对性更强的措施与手段， 持续
深入进行整治， 争取在最短时间
内全面消除隐患， 坚决防止发生
现实危害和严重后果。 □徐建辉

不补学科补情商， 最近， 有位初三学生的妈妈反
其道而行之， 花了近2万为孩子购买了一套情商课， 引
来家长圈一片唏嘘。 每周课时费300元， 并不便宜。 是什
么原因促使这位妈妈让初三的女儿挤出时间去上情商课呢？
这位家长告诉记者， 之所以让孩子去学情商课， 是因为觉得
女儿还不具备健全的人格、 健康的心态， 而这些学校都
没有系统地教。 （9月20日 《新闻晨报》） □赵顺清

关于农民工的薪酬可能超过
大学毕业生的话题， 在网络空间
里吵吵嚷嚷已经有好几年了。

现在看来， 这种判断正在成
为现实。

根据人社部的数据 ，2015年
农民工月均收入为3072元， 过去
10年农民工的月均收入增长了
251%。 与之对应，2015届大学毕
业生半年后平均月收入为 3726
元。 大学毕业生对农民工的收入

优势，已从2005年年底的约1.8倍
缩小到约1.2倍。（《21世纪经济报
道》9月19日）

从人社部提供的大数据来
看， 当前大学毕业生的月平均收
入仅仅是农民工的1.2倍，这个差
距已经比较微小了。换句话说，在
现实生活中， 月收入超过大学生
的农民工群体已经比比皆是，只
是在整体数据上还稍逊一筹而
已。而且从整体趋势来看，近年来
农民工群体的收入增长较快，特
别是技术工人群体的收入增长堪
称一年一个台阶， 而大学毕业生
的薪酬增长则很缓慢， 原先的一
些高收入行业如金融 、 证券 、法
律、软件等，收入还不升反降。由
此可见， 我国农民工群体的平均
收入在未来超过应届大学毕业生
的初入职薪酬，是完全可能的。

“瞧这世道———大学毕业生的
薪酬还不如农民工！” 当坊间人士看

到这样的新闻标题， 惊诧莫名者还
真不在少数。有人说：这不是“读
书无用论” 又回来了吗？ 还有人
说：以后干脆别送孩子读大学了，因
为有文凭者还不如没文凭的呢！

面对如此这般的评论， 笔者
认为个中道理需要细细分辨，这
样才能拨开迷雾，正本清源，帮助
大众理清事情的脉络。

首先应当看到， 当前的农民
工群体收入较快增长， 但仍然是
全社会收入低、 工作压力最大的
群体。 我国的农民工群体总体收
入确实在上涨， 但与其他社会阶
层的收入差距仍然较大， 目前只
是接近初入职的大学毕业生水
平， 与资深的专业技术群体和企
业管理群体的收入相比， 仍然是
小巫见大巫。 而且农民工基本包
揽了社会上最脏最累最难干的苦
活，他们劳动投入巨大，社会保障
水平偏低。 人们千万不能因为农

民工群体收入有所增加， 就忘记
了他们的辛劳和辛酸。

其二，农民工群体的收入增长
速度并不平均，全社会并未出现“脑
体倒挂的复辟”。 如果仔细分析农民
工这个数量过亿的群体的收入分布
状况，便能轻易发现这些年来诸多农
民工集中的工种收入增长并不快，
如垃圾清扫、物业维修、种植业和
物流运输等行业，农民工兄弟多年来
依然是囊中羞涩， 收入增长甚为缓
慢。 农民工收入增长较快的技术
工种主要集中在高精制造、 精密
维修、重大工程等行业之中。也就
是说， 恰恰是知识密集型或者技
术密集型的行业， 才是工资增长
最快的行业。 这说明知识型农民
工如今越来越吃香了， 而没文化
缺技术的农民工依然举步维艰。
这不正好说明读书不但有用，而
且书中确实自有“黄金屋”吗？

最后，我们还应当看到，包括

农民工群体在内的工人阶层的收
入提升是现代社会的整体趋势，
未来社会不会唯文凭论， 而必然
是唯能力论。

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主
要工业国家的工人阶层的收入都
在稳步上升， 过去所谓的蓝领与
白领收入差距已经基本不存在
了。未来的社会，人们不会按照文
凭的高低给职工定工资， 而必然
是按照能力和绩效来评定其收入
标准。以此来看，在中国沿袭了几千
年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
传统必将在21世纪发生根本性改变。
文凭在21世纪依然是重要的，但不会
是决定性的。从短期来看，那些手
持文凭却没有一技之长的大学
生， 在就业市场上将越来越干不
过那些手底功夫硬、 一干就上手
的高技能农民工。“一技在手”胜
过“文凭一叠”，将越来越成为鲜
活的现实。

安装监控设备
应止步于隐私场所

临床数据造假
曝露出真问题

中秋节刚过， 各社区附近的垃
圾站、垃圾箱内月饼包装礼盒堆成小
山。据了解，月饼包装盒成本价均在
10元以上， 金属材质的超过20元，但
月饼生产厂家多不回收旧包装，就
连没卖出的包装也不会再留。有
市民呼吁称， 希望月饼包装能回
收再利用。（9月19日《北京晨报》）

中秋过完了，月饼也吃完了，
而剩下的一堆月饼盒却不知道如
何处理。 对于大多数市民百姓来
说， 看着这些制作精美的月饼盒
只能被当做垃圾扔进垃圾桶，也
感觉是一种很大的资源浪费，但
除此以外， 并没有太好的处理办

法。而被扔进垃圾桶的月饼盒，一部
分可能会被捡拾废品的人送到了废
品收购站， 还有一部分直接被当
做垃圾焚烧或填埋了。

其实月饼吃完以后， 绝大多
数的月饼盒都还是完好无损的，
为什么不能由月饼生产商家对这
些月饼盒进行回收再利用呢？ 这
样既节省了资源， 同时也降低了
月饼厂家来年生产月饼的成本。
这个思路不但很正确， 而且还得
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肯定与支
持。 我国在1999年就颁布了 《包
装资源回收利用暂行管理办法》，
鼓励包装回收和再利用。

然而公众的愿望是好的 ，国
家的规定也是好的， 到了相关企
业这里，却难以走得通。有生产企
业表示，每年的包装盒都会更新、
重新设计， 所以对于当年留下的
空月饼盒， 他们很难再进行回收

利用。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是
要推动 《包装资源回收利用暂行
管理办法》的贯彻落实，让其真正
发挥作用； 二是加大宣传和引导
的力度， 引导月饼生产企业对月
饼盒回收利用的效率。 □天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