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5日，一场主题为“重温
老北京故事，走进新十渡生活”的
活动在北京十渡拉开序幕。 吃冰
糖葫芦、赏年画、看魔术戏法、品
尝王致和腐乳菜这些给北京民众
留下过美好记忆的北京老玩意
儿，再度走进民众的视野。（12月6
日中新网）

现在 ,人们觉得过春节没有
过去的热闹劲了。 究其原因， 大
致有三： 一是现在物质生活水平
大大提高， 不但吃喝不愁， 还老
想着怎么多吃点素的， 少吃点鱼
肉。 不像过去， 一家人一个月就
只有凭副食本才能买到的几斤
肉， 平时 “胃亏肉”， 过节就能
吃上几顿红烧肉和大肉丸的饺

子。 二是现在人们大都住在独立
的单元房内， 屋里头铺的不是木
地板就是地毯， 亲戚朋友怕把人
家地板给弄脏了， 或者嫌一进屋
就得换鞋。 所以， 就懒得串门儿
了。 三是现代人们之间的交往都
现代化了，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从呼机到短信再到现在的微信，
随时随地可以联络。 但这所有的
一切， 都使人们之间的交往变得
虚拟化、数字化，从而缺少面对面
的直接交流与沟通。

回看北京老玩意儿， 既是历
史的见证，又是文化的沉淀。它们
都有一个共性， 就是广泛的群众
参与性和传承性。几十年、几百年
循环往复，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几十人、 上百人甚至上千人共同
参与，大家其乐融融，通过一系列
的活动， 使人们潜移默化地受到
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在认识和
接受传统中塑造和完善自我，其
教化功能不可低估。

所以， 为了使北京老玩意儿
代代相传，永不消失，就应该多举
办像“重温北京老故事，走进新十
渡生活”这样的活动。让更多的青
年人接触北京老玩意儿， 喜欢北
京老玩意儿。 □许庆惠

日前 ， 全国总工会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会劳动保护
监督检查促进企业安全生产的通
知》， 要求各级工会充分发挥在
国家安全生产工作中 “群众监督
参与” 不可替代的作用， 切实表
达好、 履行好法律赋予工会维护

职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权益的
重要职责， 广泛动员职工群众，
全面加强安全防范工作。 （12月
5日 《经济日报》）

根据 《安全生产法 》 规定 ，
工会在安全生产中的监督检查作
用， 可归纳为五项： 一是对建设
项目安全设施的监督权； 二是对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安全生产法
律、 法规， 侵犯从业人员合法权
益的行为的监督权； 三是发现生
产经营单位违章指挥、 强令冒险
作业或者发现重大事故隐患的，
有权提出解决的建议； 四是建议
撤离危险场所权； 五是生产安全
事故的调查处理权。

试想， 如果工会能够履行好

上述五项职责， 好多安全事故就
可以扼杀在萌芽状态。 尤其是一
些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看似是偶发事件， 实际上事发前
总有端倪可循， 诸如， 安全制度
未落实、 人的疏忽大意、 工程赶
工期等等， 如果没有有效的外部
监管， 以及内外部监督， 这些细
微之处的疏忽， 往往是以鲜血与
生命为代价。

但是，工会作用发挥的如何，
不仅仅有工会自身的问题， 也与
上级工会的指导与支持， 用人单
位的重视程度， 以及劳动者的认
知水平有着很大的关系。 把工会
看成可有可无的组织， 或者职工
不了解、不信任工会组织，这些均

制约着工会工作的效能发挥。 尤
其是在安全生产方面， 工会缺乏
话语权无疑是让人沮丧。

规避安全事故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将安全措施落实在平时， 更
需要工会履行好安全生产 “监督
员” 作用， “要监督和督促企业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全总
《通知 》 提出了具体要求 ， 如 ：
各级工会要依法维护和落实企业
职工对安全生产的知情权、 参与
权和监督权 ， 要充分发挥 企 业
职 代 会 作 用 ， 在 高 危 行 业 推
行 签 订 劳 动 安 全 卫 生 专 项 集
体 合 同 ， 确 保 涉 及 职 工 安 全
卫生合法权益的问题落到实处 ，
要 充 分 发 挥 以 工 会 劳 动 保 护

监督检查三个 《条例》 为基础
的企业工会劳动保护监督检查组
织网络作用。

“高高兴兴上班， 平平安安
回家” 是每个劳动者及其家庭的
殷切希望。 安全生产事故中， 倒
下一个人或许只是一瞬间的事
儿， 但是毁掉的就是一个家庭。
这些道理， 众所周知， 关键是将
这些 “安全生产意识” 践行到生
产中的细端末节。 这既需要各级
政府、 企业的不放松 、 不懈怠，
更需要各级工会 “主动监督、 敢
于监督、 善于监督， 对监督检查
中发现的重大问题， 要督促、 跟
踪企业及时整改。” 以良好的监
督责任护驾劳动者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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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

“世界第一”

■有感而发

吴左琼： 为孩子们上学、 放
学创造安全、 有序的环境是社会
的共同责任， 让孩子为家长的错
误买单 ， 将学生荣誉与家 长 行
为 裹 挟 ， 因 害 怕 影 响 考 核 评
优 的 各 种 着 急 …… 不 是 为 师
之 道 。 所 以 ， 学 校 要 通 过 创
造 条 件 、 潜 移 默 化 的 影 响 ，
引导学生家长做到有序接送 、
有 序 停 放 、 遵守交规 。 毕竟 ，
和谐交通受益的是我们自己。 总
之， 通过管孩子来管大人的做法
应慎选、 慎行！

“靠谱”是现代人的必备素质

■每日观点

□杨玉龙

企业安全生产 工会监督责任不容缺失

将 “安全生产意识” 践行到
生产中的细端末节， 这既需要各
级政府、 企业的不放松、 不懈
怠， 更需要各级工会 “主动监
督、 敢于监督、 善于监督， 对监
督检查中发现的重大问题， 要督
促、 跟踪企业及时整改。”

近期多名网约车司机向记者
反映，有乘客下车后不结账，手机
号失联， 上百元的车费最后只能
自认倒霉。记者调查发现，原来这
些别有用心占便宜的乘客， 用的
多为手机临时号。 现有不少软件
可免费申请手机临时号， 即在不
换本号的情况下， 再得到一个可
接打电话、 收发短信的小号。（12
月6日《北京晨报》）

所谓手机临时号， 又被称为
手机“小号”，就是在不更换手机
卡、 不改变原来手机号码的情况
下， 向通讯运营商或网络服务商
申请购买的一个新的手机号码，
和原来的号码一起使用。 虽然是
“小号”， 但是手机临时号在使用
上，和普通手机号码没有区别，一
样可以接打电话、接发短信等等。

通讯运营商之所以推出 “小
号”服务，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帮助
客户保护个人信息隐私， 避免各
种短信、电话骚扰。而且因为其价
格低廉， 申请便利， 可以常换常
新，深受部分消费者的欢迎。

然而， 也正是因为手机小号
存在的这种特点， 让一些人看到
了可乘之机。 比如有人故意用它
来注册网约车，下车之后不结账，
网约车司机联系以后直接失联，
号码成了空号。 因为申请一个手
机小号只要几块钱， 相比于少则
几十，多则上百的网约车费用，完
全可以忽略不计。

当初衷正当且充满善意的手
机小号被人钻了空子， 就可能成
为违法者的帮凶， 成为一种给他
人合法权益带来妨碍和损害的工
具。为此，首先需要电信运营商负
起监管责任来。因为“小号”是附
着于“大号”存在的，所以也相当
于是实名制， 那么对于一些出现
异常，或者是接到投诉的“小号”，
运营商就应该采取封号， 多少时
间内不允许申请新的“小号”等处
理，对用户进行积极引导。

另一方面， 作为权益被侵害
的受害人， 也要有点较真精神，
不能因为损失小、 怕麻烦， 就纵
容这种行为的存在。 比如， 在自
身利益受损以后， 可以联系运营
商找到 “小号” 背后的真实用户
讨个说法 。 只有这样 ， 才能让
“手机小号” 用户守规矩， 不让
“小号” 误入歧途。 □天歌

12月2日至4日， 大范围重污染天气来袭， 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60个城市启动预警响应。 据了解， 此
次京津冀首次实现区域高级别、 大范围的预警应急
联动。 有环保专家表示， 我国几乎所有与大气污染
物有关的指标的排放， 在全世界都是第一。 （12月
6日 《新京报》） □赵顺清

不达标一律停工
治扬尘得用重典

家长乱停车株连
学生应慎选慎行

北京老玩意儿不能丢

钱夙伟： 只有让施工方付出
足以令其对 《环保法》 保持足够
敬畏的违法成本， 施工企业才舍
得降尘成本的投入， 也才能主动
自觉地抑制扬尘污染。 从这个角
度， 在罚款的同时， 不达标就一
律停工乃至撤销市场准入的规
定， 于企业今后的生存和发展，
显然至关重要， 也因此击中了漠
视环保的施工企业的要害。 于遏
制扬尘污染， 堪称 “重典”， 也
值得期待。

本周，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
查中心通过问卷网， 对2000人进
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8.9%的受访
者身边有不靠谱的人。仅16.7%的
受访者会找不靠谱的人做朋友。
（12月6日《中国青年报》）

很显然， 一个被周围的人打
上“靠谱”标签的人，更容易得到
别人的信任和尊重。反过来，一旦
一个人被打上“不靠谱”的标签，
就很难得到别人的信任， 而信任
恰恰是人际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一
个因素。

由此可见，“靠谱” 作为现代
人的一种优良品质， 不管是对一

个人的人际关系， 还是对于一个
人工作与事业的发展， 都具有重
要的价值和意义。 尤其是在一个
更加讲究合作与分工的社会经济
结构当中， 一个人是否具备 “靠
谱”的品质，直接决定了他能否得
到与别人合作的机会， 也决定了
他是否有资格参与社会分工。

当然了，一个人靠不靠谱，会
受到主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如果是因为客观因素的影响，比
如能力、条件等等，尽管当事人已
经尽力了， 却仍旧导致了 “不靠
谱”的结果，那么我们就应该理性
看待， 并且秉持一种宽容的态度

给予必要的理解。 而我们最不愿
意看到的，是主观上的不靠谱，比
如为人处世不诚信、 遇到事情喜
欢拖延等等。

靠谱不靠谱， 背后隐含着别
人对我们在个人品质、 道德上的
一种期待与诉求， 人既然是一种
社会化动物， 就必须要顾及到别
人的感受、别人的诉求、别人的利
益，而“靠谱”从某种程度上就成
为判断我们是否能够做到以上这
些的一个标准。所以，希望原来不
靠谱的人，能够尽快靠谱起来；希
望原来已经很靠谱的人， 比以前
更加靠谱。 □苑广阔

别让“手机小号”
成违法行为帮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