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急救车当专车
特权思想在作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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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

■有感而发

杨维兵： 随着各级党政机关
公车改革步伐的加快， “公车私
用” 的新闻已越来越少， 但近日
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纪委监
察局通报的一起典型案例， 让人
大跌眼镜。 该县后坪乡卫生院院
长王坤强长期将卫生院唯一的一
辆120急救车作为自己的专车使
用， 受到行政撤职处分。 急救车
属应急特种制式车， 这名院长长
期将其作为专车使用， 是其内心
深处的特权思想在作怪。 马拉松不是你想跑就能跑

■每日观点

魏文彪：干部升迁，说情打招
呼的现象屡禁不止，不过，把“说
情打招呼” 转变为终身承担责任
的“署名推荐”，事情的性质就有
了变化。 江西上饶的这一尝试近
来引起不小的关注，2015年4月，
上饶市委出台了 《上饶市干部选
拔任用署名推荐工作的暂行办
法》，实行署名推荐和责任追究制
度。 期待像江西上饶这样的署名
推荐干部和责任追究制度能够得
到推广，在更多的地方实行，以有
效减少“带病提拔”等现象出现。

睡眠不足
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2015年间， 近六成中小学

生睡眠不足国家规定的9小时。 中小学生写作业、上课
外班时间比原来更长，作业多、在校时间长、课外班时
间增加，是导致中小学生睡眠不足的主要原因。 那么，
在减负政策实施多年的背景下，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为
何居重难轻？ (12月11日《工人日报》) □老笔

昨日上午 ， 2016厦门 （海
沧） 国际半程马拉松比赛鸣枪开
跑。 在比赛过程中， 多名参赛者
看到有跑者瘫倒在地， 旁边有医
护人员施救， 但没有救活。 下午
组委会发布通告证实有参赛者死
亡。 通告称， 本次比赛途中， 有
两位参赛选手倒地， 后经抢救无
效死亡。 （12月11日 《新京报》）

又有2人因跑马拉松而丢掉
了性命， 而且这种悲剧绝非首次
上演。 据统计，自2014年以来的3
年中，仅经媒体报道过的，便已有
14人因跑马拉松比赛而猝死。

马拉松这项运动， 不论是半
程也好， 还是全程也罢， 在笔者
看来， 均称得上是一项极其消耗

体力且不宜全民推广的极限运
动。 然而，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
近年来， 这项运动竟然在国内各
个城市逐渐大热了起来。 据中国
田径协会官网显示， 通过中国马
拉松信息平台在中国田协注册的
全国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 仅
截至2016年11月便有306场之多。

如此多的赛事， 安全如何保
障？ 对于那些只图 “热闹” 或者
心血来潮想要挑战自我的非运动
员来说 ， 又如何避免悲剧的发
生？ 笔者以为， 既然马拉松比赛
是一项挑战体能的极限运动， 那
么， 举办者连同参赛者本人便应
该有一个相对科学与合理的预判
标准。

首先，作为举办方来说，必须
对参赛者进行严格的健康筛选，
以尽量减少猝死悲剧的发生；其
次， 作为参赛者本人更要对自己
的身体状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与
把握，切勿盲目乐观；再次，作为
非专业运动员来说， 一定要摆正
参赛心态， 重参与过程中的乐趣
而不注重最终参赛成绩， 别把胜
负输赢过于放在心上。

总之， 不论是举办者还是参
赛者，都应该切记，马拉松比赛不
是一项任何人想跑就能跑的运
动。也唯有把握住上述三条原则，
才能使马拉松运动的魅力更加增
强，并且尽量避免悲剧的发生。

□乔木

署名推荐干部
可防带病提拔

□苑广阔

遏制校园霸凌需反思家校教育
校园霸凌也好， 其他问题

也罢 ， 教育孩子是学校和家
长共同的事情 ， 双方应该互
相理解 、 互相支持 、 彼此配
合 ， 而不是互相猜忌 、 彼此
指责。

日前， 北京中关村二小一位
家长在网上发出长文 《每对母子
都是生死之交， 我要陪他向校园
霸凌说NO！》， 文中称孩子长期
遭到同班同学的霸凌， 11月24日
被两名同学用厕所垃圾筐扣头，
擦过尿和屎的纸洒了孩子一身。
事发后， 孩子出现失眠、 易怒、
恐惧上学等症状， 经诊断为急性

应激反应。 记者12月11日联系到
市教委有关负责人， 市教委负责
人表示， 将 “严肃对待， 妥善处
理”。 （今日本报5版）

这篇长文在网络上发布以
后，先是引发了网友的一致支持，
纷纷声援这位爱子心切的母亲并
且谴责校园霸凌的孩子和学校的
不作为。然而，事件很快又出现了
逆转，有知情人爆料称是这个被霸
凌的孩子有错在先，才导致对方把厕
所纸篓扣到他的头上。与此同时，爆
料人还表示被霸凌者父母是通过
关系把孩子送进该校， 并且要求
班主任和学校对自己的孩子特殊
照顾，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才借这
次事件向学校和当地教委施压，
提出了学校无法满足的要求。

事件一再出现逆转， 却仍旧
无法抵达真相， 但是 “中关村二
小”事件在网络上的引爆，却给了
我们一个反思家校教育的良机。
正如有理性家长所说的那样，我
们不能仅仅凭借涉事家长的一篇
文章，就给整个事件定性，更不能
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学校的身上。
确实如此，一方面，即便这个孩子
真的被霸凌了， 我们也得找到他
被霸凌的原因， 比如是霸凌他的
同学恃强凌弱，喜欢欺负人，还是
他有错在先， 引发了别人的反抗
或报复？另一方面，面对霸凌，孩
子不敢大声说不， 也不敢把自己
被霸凌的事实告诉老师， 这是不
是大人的教育出现了问题？

对遏制校园霸凌事件， 学校

当然应该承担积极的责任， 正如
一个月前， 教育部联合国家数个
部门机构联合印发的 《关于防治
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
主要强调的就是教育部门和学校的
责任一样。 但是在学校对学生进行
积极教育引导， 预防和遏制校园
霸凌的同时， 不管是教育预防，
还是适当惩戒的措施， 也同样是
广大学生家长应该采取的。

现在有些家长在对待孩子的
教育问题上往往走向两个极端：
一是对孩子的教育不管不问， 把
一切都推给老师和学校， 甚至连
在家里监督孩子做作业， 帮助孩
子学习， 都看成是老师和学校偷
懒。 二是对学生管得过多过宽，
最终成为了对老师和学校正常教

育教学的一种干涉。 就像在此事
件中， 如果确如知情人所说， 被
霸凌孩子的父母不但要求撤换班
主任， 而且还要学校召开全校大
会， 在会上批评两名校园 “霸凌
者”， 这显然已经是家长对学校
教育教学的一种干涉。

校园霸凌也好， 其他问题也
罢， 教育孩子是学校和家长共同
的事情， 双方应该互相理解、 互
相支持、 彼此配合， 而不是互相
猜忌 、 彼此指责甚至是暗自拆
台。 学校和家庭要在孩子的教育
问题上具备必要的 “边界意识”，
知道自己什么是应该做的， 什么
是不该做的 ， 逾越了这样的边
界， 就是在给教育帮倒忙， 也是
在给孩子的健康成长帮倒忙。

12月10日， 重庆一商场提前
打响“双十二”促销活动，网络支
付成新潮流。 （12月11日中新网）

近年来， 网络支付方式随着
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发展应运而
生。 无论是在餐厅还是超市， 抑
或是坐在家中， 手指一点， 就可
实现即时交款结账。 这种交易结
算方式免去了身带现金的麻烦，
也免去了信用卡刷卡签字等繁琐
程序， 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正在
被众多的年轻人所使用。

央行从12月1日起，关于个人
账户分类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其
中有一条就是设置 Ⅲ 类账户 ，
Ⅲ 类账户余额不能超过1000元，
只能用于小额支付和日常缴费。

换句话说 ， Ⅲ类账户就是零钱
包， 用于金额不大、 频次高的交
易，比如移动网络支付。到餐厅吃
个饭，到超市买点菜。足不出户，
在家中交个电话费、水电费等等，
非常方便。这个账户分类的规定，
大大降低了网络支付的风险，为
众多的还不会使用网络支付的中
老年人提供了安全保障。

从现在的网络支付使用者状
况分析，绝大多数是年轻人。究其
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老年人对智
能手机的使用和网络支付的程
序、操作步骤还不熟练。二是对网
络支付的安全性有所质疑， 生怕
由于自己的不当操作和遇到黑客
袭击，造成损失。三是习惯了多年

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
模式， 总感觉网络支付有点无根
无据的。

其实 ， 银行Ⅲ类账户的建
立， 已经把网络支付的风险降到
最低。 网络支付无疑已经成为一
种趋势， 中老年朋友应跟上这个

潮流， 方便自己的生活。 首先，
作为年轻人， 要帮助中老年人树
立信心， 克服心理障碍； 其次 ，
要手把手地教 ， 要有耐心 。 再
次， 要帮助他们进行实际支付交
易， 进行鼓励， 以激发他们的热
情。 □许庆惠

“过劳”似乎已成中国职场的
常态。 过度加班又是导致过劳死
的首要原因。有资料显示，巨大的
工作压力导致我国每年“过劳死”
的人数达60万人， 已超越日本成
为“过劳死”第一大国。（12月11日
央视新闻客户端）

顾名思义，“过劳死” 是指过
度劳累而精疲力竭， 最终危及生
命甚至导致死亡的一种人间悲
剧。我们不难看出，“过劳死”之所
以成职场常态，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某些企业的“加班文化”在背后
作怪。有句话说得好：一个不会休
息的人也就是一个不会工作的
人。毕竟员工不是机器，怎能承受
得了超负荷运行？即使是机器，时
间一长，也会有磨损的嘛。无奈，
在“利润”“指标”的驱使下，某些
无良企业只会鼓励加班而罔顾员
工健康， 结果对于员工来说，“起
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猫还晚、干得
比驴还累”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毫无疑问， 正是因为这种畸
形的、 不道德的、 甚至是违法的
“加班文化”， 才一次次地剥夺了
劳动者的尊严， 甚至戕害了他们
的生命。 更可悲的是， 一旦发生
“过劳死”悲剧，我国法律上也没
有对疾病发作与工作之间关联性
的明确规定，导致“过劳死”处于
无法律保护的尴尬境地。

当然， 偶尔要求员工加班并
非不可， 但前提是绝不能透支员
工健康。换言之，应多鼓励员工在
规定时间内高效完成工作， 即使
加班， 也应将加班时间严格控制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 即一个月加
班不能超过36小时。然而现实中，
这样的法规在不少企业仍是一纸
空文，“5+2”“白加黑”的“加班文
化”依然大行其道。

无疑， 如果企业的发展是依
靠透支员工健康来换取， 不仅是
个人悲剧， 也是企业与社会的悲
剧，得不偿失。这就需要工会组织
及劳动保障等相关部门要多摸
查、多监督，对追捧“加班文化”的
违法企业严惩不贷， 并想方设法
铲除滋生“加班文化”的土壤，而
不能光期望不良企业的道德自觉
或良心发现。否则，“过劳死”悲剧
还会层出不穷。

□和法堡

避免“过劳死”悲剧
须破除“加班文化”

网络支付是个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