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放校园体育场馆
应有配套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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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

■有感而发

胡勇俊： 福州市民锻炼健身
又多了一个好去处。 19日起， 福
州鼓楼区向社会开放部分校园场
所。 福州鼓楼区指定学校体育场
馆供市民健身锻炼， 是一种施政上
的主动， 应该为之叫好。 但是， 需
要注意的是， 在开放学校体育场
馆的同时， 需要制定落实各项配
套政策， 在群众需要和校园管理
之间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

“会救”比“敢救”更重要

■每日观点

□黄齐超

保护实习生权益亟待联合发力
教育部门应当对职校的顶

岗实习认真考核， 给违规顶岗
实习的职校列一份黑名单， 一
旦发现有职校不按规范进行顶
岗实习， 按黑名单级别给予相
应的处罚； 情节严重者， 不妨
取消其办学资格。

苑广阔：最近，对于在宁波市
北仑区的橘农们而言， 除了丰收
的喜悦之外， 还有一个更为开心
的消息：以后卖橘子更为方便了。
因为北仑城管手绘了多幅 “橘子
地图”，而橘农只要按照地图上的
售卖点来摆摊卖橘， 就不用偷偷
摸摸的了。“橘子地图” 是城管部
门绘制的，城管部门自己也同样
是 “橘子地图 ”的赢家 ，因为有
了地图的指引 ， 进城果农占道
经营、随意摆摊的现象大为减少。
由此可见，“橘子地图”的推出，完
全就是一种可以实现多方共赢的
举措。

失 信
近期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

九次会议强调， 要加大对各级政府和公务员失信行
为惩处力度， 将危害群众利益、 损害市场公平交易
等政务失信行为作为治理重点。 中办、 国办近期印
发的 《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 警示
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 则对失信被执行人规定
了１１类３７项联合惩戒措施 。 （１１月２０日新华网 ）

□朱慧卿

为保护善意、 激活社会的正
能量， 多地出台法规， 保护现场
医疗急救行为， 这些法规被舆论
称为 “好人法”。 从本月起正式
实施的 《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
例》， 更是提出 “社会救急免责”
的原则。 “好人法” 是否能够为
好意救助者撑起保护伞， 激发社
会的互信互助？ 国家该如何从法
律和道德的角度重建见义勇为、
出手相救的社会美德？ （11月21
日 《人民日报》 海外版）

面对倒地的老人， 救不救，
不仅是一道道德选择题， 更是一
道技术选择题 。 2014年 11月 25
日， 在浙江省金华市某街口， 面

对八旬老人摔倒， 现场群众没有
扶起老人， 而是围成一个 “安全
岛”， 并拨打120、 找来协警， 等
待专业救援。 如果用道德尺度去
衡量 ， 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选
择。 然而， 当老人被送到医院救
治时， 急诊科医生表示， 遇见老
人摔倒该不该扶， 在道德层面不
好评价。 但从医学角度来说， 不
建议市民盲目去扶。

愿不愿意向跌倒的老人伸出
援手，是道德问题；知不知道怎样
向跌倒的老人正确施救， 则是技术
问题。 为了保障老人的生命和健
康，二者都需要作出正确的回答。
一些伤害预防起步较早的西方发

达国家， 已经对预防老年人跌倒
从教育预防、环境改善、工程策略
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干预。

因此，“会救”比“敢救”更重
要。换言之，“好人法”还需“好技
术”支撑。首先，有关部门应在上
海等地“好人法”基础上，研究完
善相关法律， 让救人者在司法纠
纷中承担“零风险”；同时，全社会
都要大力弘扬诚信精神和助人美
德，激励见义勇为。特别是，有关
部门应针对公众制订更加通俗的
科普读本， 使人们在遇到老人跌
倒时，既能勇于伸出援手，又能科
学救助， 最大限度地减少老人跌
倒造成的伤害。 □张西流

“橘子地图”
体现民生温度

每年 “双11”， 买买买都伴
随着快递量的猛增 。 大量的包
裹， 让很多快递公司人手非常紧
张。 在韵达快递西北分拣中心，
前不久来了240名陕西交通职业
技术学院的大二学生， 这些学公
路运输管理专业的学生， 却在这
里从事快递分拣员的实习工作，
每天工作10个小时， 报酬却仅有

10元。 （11月19日 新华网 ）
近年来， 国家不但重视中职

教育， 而且还矫正了以往 “重理
论、 轻技能” 的培养方法， 重视
了学生的实际操作能 力 ， 鼓 励
校 企 联 合 ， 鼓 励 学 生 理 论 联
系实际 ， 多参加实践 、 实习 ，
切 实 提 高 学 生 的 实 际 技 能 ，
促 使 中职教育走上全面发展的
良性轨道。

不过， 好经书碰到了歪嘴和
尚。 这一次，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把240名大二学生安排到与
所学专业毫不相干的快递公司实
习， 工作10小时的报酬仅仅是10
元钱！ 如果学生不听从分配， 他
们将无法获得实习学分， 强迫意
味不言而喻。 按2016年4月出台
的 《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

定》 要求， 职校安排学生实习、
定岗 ， 一定要契合学生 的 所 学
专 业 ， 尽 可 能 地 征 求 学 生 意
见 ， 而 且 要 向 上 级 主 管 部 门
报备； 同时， 实习报酬原则上不
低于相同岗位试用期工资标准的
80%。

现实中， 这样的例子并不罕
见。 不少职校特别是民办职校，
并没有真正按国家关于职校生实
习的相关规定执行 ， 而是打着
“定岗实习” 的幌子， 把实习的
中 职 生 当 成 了 廉 价 劳 动 力 ，
当 成 了 摇 钱 树 ， 肆 意 剥 削 学
生的劳动价值 。 有媒体爆料 ，
一 些 职校与实习企业 “合谋 ”
取利 ， 学校每送来一名 “学生
工”， 用工单位就奉上金额不等
的劳务费， 甚至按学生工的劳动

收益给学校提成。 因此， 每一次
廉价 “实习生” 的报道， 都会引
起轩然大波， 并引发公众的口诛
笔伐。

有些职校在学生刚入学时，
就以实习分数相逼迫， 迫不及待
地要挟学生参加实习， 当然， 学
校也会故意淡化、 模糊学校保护
学生权益的权责 、 义务 。 事实
上， 公众的舆论谴责很难遏制住
职校的发财梦， 要想规范好职校
生的实习制度， 一方面需要打击
黑中介， 严惩违规的用人单位；
另一方面， 也要加强对职校的管
理， 督促职校应严格遵守教育部
出台的 《规定》， 配合劳动部门，
保障学生的权益。

很显然， 教育部门的管理规
定还略疲软， 无法遏制一些职校

发 “学生财” 的冲动。 那么， 教
育部门应当对职校的顶岗实习认
真考核， 给违规顶岗实习的职校
列一份黑名单， 一旦发现有职校
不按规范进行顶岗实习， 按黑名
单级别给予相应的处罚； 情节严
重者， 不妨取消其办学资格。 如
果没有黑名单这道 “紧箍”， 职
校 在 学 生 实 习 上 还 会 任 性 地
挖 掘 “实习生 ” 的资源 。 另外 ，
劳动保障部门也应从保护 “小劳
动者” 权益的角度出发， 严惩不
足 额 发 放 实 习 生 工 资 的 用 人
单 位 。 唯有教育部门和劳动保
障 部 门 联 合 发 力 ， 形 成 一 道
带 电 的 高 压 线 ， 实 习 生 的 权
益才有可能被依法保障， 否则，
廉价 “实习生” 就会如春天的韭
菜， 割而复生。

近日， 北京市西城区召开新
闻发布会， 对近年来西城区改革
工作进行总结。 西城区委书记卢
映川在会上表示， “十三五” 期
间， 西城区力争实现一批重大文
物的腾退亮相， 对被认定为不可
移动文物的会馆、 名人故居全部
实现腾退保护， 做到应保尽保。 西
城区委常委、 副区长王旭介绍 ，
为提升城市品质， 西城区将从多
方面入手， 做好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工作。 （11月21日 《新京报》）

北京是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
城， 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和800
多年的建都史。 远的不说， 就说
清末民初， 在咱北京城就有数百

处的会馆和名人故居。 然而， 经
过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建设， 许
多名人故居消失了， 变为人们头
脑中的记忆和纸上的记载。

这次， 西城区做出对被认定
为不可移动文物的会馆、 名人故
居全部实现腾退保护的决定是非
常正确和及时的。 一是西城区是
全市会馆和名人故居最多的区。
据史料记载， 历史上北京约有会
馆491所 ， 其中70%以上坐落在
西城区。 二是现在所剩已经不多
了， 有的已经被拆除了， 有的成
了大杂院， 如不及时保护， 后果
不堪设想。 三是许多名人故居都
和我们国家的历史和重大事件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像谭嗣同故
居、 康有为故居等， 一旦消失，
也就在文化传承下断了链条。

名人故居从表面上看只是一
座普普通通的狭小简陋的空间，
但它留下的是影响世人的精神与
时代审美。 它不仅传承着我们民

族的精神薪火， 凝聚着我们民族
的内在精神气质， 还是对名人精
神与文化的延续和继承。 名人故
居的存在， 在为我们提供丰富的
历史文化信息的同时， 也为我们
今天的城市文化发展提供了源源
不断的文化动力。 □许庆惠

想看书却总想玩手机， 手机
不在身边就会感到不安， 这样的
手机依赖症， 你是否也有？ 上周
起， 西南大学在中心图书馆4楼
自主阅读室开设了 “脱机自习
室”， 进入自习室需将手机交给
工作人员代为保管。 据悉， 这个
自习室开设近一周， 有学生坚持
了530分钟不使用手机 ， 也有学
生十多分钟就熬不住了。 （11月
21日 《重庆晨报》）

“脱机自习室” 是克服手机
依赖症一种不错的办法， 但是这
种靠他律的 “脱机” 效果究竟如
何有待实践检验。 科技在进步，
随着手机的智能化， 通讯方式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代人用
手机打破遥远距离， 让沟通变得
顺畅、 快捷。 手机已不再是简单
的通讯工具， 而是集多种功能于
一身， 成为年轻人的 “第二个生
活伴侣”， 于是催生出一大批如
痴如迷 “低头族” 的诞生。

时下有一句流行语： “世界
上最遥远的距离， 莫过于我们在
一起 ， 你却在玩手机 ” 。 如此
“虚拟社交依赖症”， 患上 “手机
瘾”， 就像吃了鸦片一样， 难以
自拔，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病。 据
医学专家警示： 长期玩手机， 眼
睛易患结膜炎和干眼症 ， 对颈
椎、 肩椎、 腰椎的健康都影响巨
大。 还可能会让肥胖及乳癌等疾
病的风险增加。 经常不和人面对
面的交流， 沟通能力就会减弱，
对社交也会有影响的。

让大学生课堂 “低头族” 抬
起头， 放下手机， 集中精力安心
学习， 用制度刚性帮助学生截掉
“手机瘾” 当然是需要的， 但是 “脱
机自习室” 不是医治 “手机依赖症”
的灵丹妙药， 这种他律有效也有
限， 戒掉手机瘾关键在于自己的
克制。 凡事当有度， 物极必反。
如果一味地沉湎于手机， 像染上
网瘾一样， 就会成为一种有害的
“毒瘾”， 也是一种慢性中毒的 “精
神鸦片”。 大学生和青年人， 应舍得
放下手机， 坚决不做手机控的 “瘾
君子”， 应该用戒网瘾的毅力来戒
掉“手机瘾 ”。 用毅力保持一定
的 “脱机” 状态， 才能抬起头，
做个真实的自我。 □王恩奎

“脱机自习室”
能否治“手机依赖症”

保护名人故居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