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规范防霾产品
“标准”只是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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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

■有感而发

袁浩： 国家卫计委7日召开
新闻发布会， 与会专家回答了雾
霾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雾霾防护
常识等公众关心的问题。 相关负
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规范口罩、
空气净化器等防雾霾产品的标准
标识。 规范防霾产品， “标准”
只是第一步。 有关方面除了要认
真研究制定好科学合理的防霾产
品标准外 ， 还要辅以配套的措
施， 加大监管力度。

快递“隐形面单”值得推广

■每日观点

屈正州：“爷！我把你叫爷了！
我把你叫爷！”1月7日中午， 农民
工张引会声嘶力竭地冲电话喊
叫 ，“又到下一礼拜？3号到5号，5
号到下一礼拜 ， 什么时候是个
头？” 从2016年7月12日到9月26
日， 他先后在西安的三处楼盘为
包工头周某打工，但至今周某还没把
工钱结清。让用工方兑现承诺，仅靠
其单方面的诚信是不够的，各地政
府必须在相关制度建设上发力。
如此， 农民工才不至于为讨薪而
落到管包工头叫“爷”的份儿上。

抢票
时值春运，名目繁多的火车票“付费抢票”业务正

在各大第三方平台如火如荼地开展， 多家第三方平台
还划定了不同的抢票“级别”，并“明码标价”。 记者选取
了部分车次进行购票体验， 发现有些抢票费用接近原
票价的一半。 购买“保险”+“抢票加速包”组合，有的需
加价上千元，最后票价达原价近7倍。 （1月9日《经济参
考报》） □赵顺清

近日， 市民陈女士签收了一
单快递员送来的快件后， 发现包
裹上的快递单和往常不一样。 面
单上并未完整显示姓名、 手机号
和地址的全部信息， 其中一部分
内容以＊号代替。 “这样好， 再
丢快递包裹不用先把个人信息抹
掉”。 北京晨报记者昨天了解到，
这是圆通速递公司研发推出的
“隐形面单”， 此举能避免消费者
的个人信息泄露， 消费者也可根
据提示， 自行选择是否使用此项
服务。 （1月9日 《北京晨报》）

公民的个人信息极易被泄
露， 给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带
来了巨大的影响。 没完没了的垃

圾短信、 五花八门的广告推销、
存心不良的恶意骚扰， 简直让人
烦恼至极却又无计可施。 个人信
息的泄露而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危害
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警觉和
重视， 防止公民信息泄露以及打
击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各项工作也
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 但是， 具体
收效却是不容乐观。 毕竟公民信息
泄露问题早已是积重难返， 并不
是仅靠一两个相关部门的努力就
能够在短期内治理和解决的。

在笔者看来， 不论是靠行政
手段还是法律手段对泄露公民信
息问题进行打击和治理， 其实都
不 如 在 掌 握 公 民 信 息 的 各 种

行 业 或机构身上猛下功夫 ， 比
如互联网金融、 速递以及各种线上
平台等， 甚至包括需要填报学生家
长信息的各类学校。 因为在巨大的
利益面前， 保不齐哪一个行业便会
出现盗卖公民个人信息的 “内鬼”。

所以， 在有关部门不断加强
防范和打击的同时， 还必须从公
民信息易于被泄露的各类 “源
头” 入手， 唯有他们真正做到了
“守口如瓶”， 才能确保公民个人
信息的 “绝对保密”。 在这方面，
圆通速递公司无疑开了个好头，
他们所首创的 “隐形面单” 也着
实值得在相关行业中进行推广和
应用。 □乔木

欠薪的包工头
真成了“爷”？

□宋潇

给环卫工发福利要走点心
关于爱心人士和企业对环

卫工献爱心， 社会上一直都持
鼓励态度， 然而屡见不鲜的献
爱心 “不走心” 现象， 却让一
次次慰问俨然变成了 “爱心事
故”， 不仅让环卫工们不明就
里 ， 也让献爱心的群众寒了
心 。 虽说这些企业的初衷很
好， 可如果每一次的慰问， 都
要出现此类情况， 不得不说也
是对环卫工们的二次伤害。

近日，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
的环卫工人遇到了不顺心的事，
单位在给他们发福利的时候，不
论男女都发一双高跟鞋，原来，这
是爱心人士捐赠给环卫工人的鞋

子。公司的工作人员也解释说，鞋
子发放后有不少工友反映类似问
题，公司已经与鞋城的商户联系，
可以为大家调换鞋码。

关于爱心人士和企业对环卫
工献爱心， 社会上一直都持鼓励
态度，然而屡见不鲜的献爱心“不
走心”现象，却让一次次慰问俨然
变成了“爱心事故”，不仅让环卫
工们不明就里， 也让献爱心的群
众寒了心。 虽说这些企业的初衷
很好，可如果每一次的慰问，都要
出现此类情况， 不得不说也是对
环卫工们的二次伤害。

事实上， 类似的事件并非孤
例。早在去年，就有媒体曝光有环
卫公司给环卫工们发放超短裙和
过期大米， 当地政府和环卫公司
承认会立刻整改， 并警示其他地

方“不要这么干了”，可问题在于，
这种现象非但没有终结， 反而在
每年的节庆期间， 总会上演一两
起“误伤”的事件。究其本质，不仅
是因为环卫公司“不走心”，更重
要的，是精准献爱心并没有到位。

总是听闻一些企业和政府提
倡爱心工作要做得细致一些，也
信誓旦旦地保证爱心工作会从弱
势群体实际需求出发， 可现实情
况却是，“夏天捐棉被”“老汉收短
裙”之类的尴尬层出不穷，如果爱
心捐赠都不精准的话， 那么可想而
知， 这种捐赠的效果只能流于形式、
大打折扣。 在此事中， 可以清晰地
看到， 爱心人士捐赠给环卫工人
的鞋子， 是为了让自身的公益属
性得到彰显， 这种公益举动是值
得推崇的，但是方式却明显欠妥。

因为，在发放之前，公司和环
卫部门其实都应该做一个筛选调
查， 分出那些需要高跟鞋的女性
环卫工，排除不需要的人，而不是
将一众爱心物品笼统地发放到每
个人手中， 否则，“不走心” 的慰
问，不仅极大地浪费了社会资源，
还会影响慈善的公益影响力。 尤
其需要指出的是， 民间资本投入
帮扶事业是好事， 可以进一步地
提振帮扶经济的实力， 但越来越
多的任性而为，却让“雪中送炭”
俨然沦为了“雪上加霜”，无形之
中，也辜负了捐赠者的一片爱心。

也就是说， 以往我们提倡的
做慈善 “来者不拒”， 是存在误
区的， 它潜意识地表达出， 不管
捐赠的什么、 价值几何， 只要是
做慈善 ， 就应该送到每个人手

中。 其实， 很多爱心发放失误、
不精准的案例在表明， 精准扶贫
仍然需要 “量体裁衣 ”。 并且 ，
还要急人所急， 送人所需， 盲目
或者不知冷暖地献爱心， 反而还
会寒了弱势群体的心。

有必要强调的是， 任何慈善
活动都基于道德完善、 企业责任
体现以及个人表达自身价值自由
的选择， 如果有一个环节出现失
误， 那么慈善的初衷和结果都会
背道而驰。 给环卫工人们发放高
跟鞋 ， 注定是一个让人心痛的
“冷笑话”， “大水漫灌” 式的献
爱心， 只会是一种敷衍塞责、 流
于形式的表现。 正因如此， 将每
一项慰问工作落实到位、 按需而
定， 呼唤精准慈善的到来， 在寒
冷的冬天， 显得刻不容缓。

近日， 市民刘先生向媒体反
映， 在石景山区鲁谷大街吴庄马
路西侧的公交站附近、 北京市燕
都医院门前的道路旁，每天晚上8
点后， 都会有好几个游商占道摆
摊烧烤， 他们现场用煤气罐加工
食品，不仅浓烟四起，污染环境，
还存在很大的违章用火的安全隐
患。 (1月9日《北京日报》）

露天无证无照烧烤摊简直成
了一个城市顽疾 ， 无论怎么治
理， 都会死灰复燃。 一到晚上 ，
在一些城乡结合部的马路边， 就
会冒出烧烤摊， 浓烟四溢， 垃圾
遍地， 一片狼藉。 不仅严重地污
染了空气， 而且还会对食用者的
身体健康造成损害。 虽然执法部

门努力查处 ， 取得了巨大的成
果， 街头烧烤摊的数量已经越来
越少 。 但违法烧烤摊并没有绝
迹， 经营者大多采用昼伏夜出、
经常变换经营地点的方式逃避执
法人员的取缔， 在一些地区已经
形成了拉锯战的格局。

依法取缔露天烧烤不仅是为
了北京的蓝天白云， 减少空气污
染源，也是广大市民的迫切愿望，
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因此，应
该在建立起长效机制上狠下功
夫，坚决杜绝反弹和死灰复燃。

首先， 执法部门应该根据执
法情况和群众举报， 确立辖区露
天烧烤集中点。 对集中点坚持24
小时全时段、 全覆盖、 梳篦式监

控，形成高压态势，出现一个，取
缔一个， 让无照经营者不敢在这
里设摊；其次，城管部门应联合公
安、环保、工商、食药、卫生部门组
成联合执法队伍，形成合力。对查
处的露天烧烤经营者采取高限处
罚， 对屡教不改的游商和露天烧
烤人员进行重点查处， 情节严重

者， 依法移送相关执法机关；再
次，应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的群
众知道路边烧烤的危害， 知道如
果乱吃这些无证无照烧烤摊的食
物可能对自己的身体所造成的伤
害后果以及对大气造成的污染。
如果大家都不去吃， 路边烧烤自
然就会消失。 □许庆惠

“如果主刀医生没把我哥的
手术做好， 明年今天就是他的祭
日。 ”6日，这样一条“杀医”朋友
圈，迅速在网上传开。发布者随后
表示，发那个朋友圈“只是希望得
到亲友的关注， 并且对他哥手术
后多些关心和鼓励，并无他意。 ”
（1月9日人民网）

手术室内， 为了患者的健康
和生命， 医护人员在争分夺秒，而
一门之隔的手术室外，患者的家属却
磨刀霍霍，对手术医生发出赤裸裸的
死亡威胁，两相对比，不但让广大
医护人员产生刺骨的心寒， 也招
致了绝大多数网友的愤怒与谴
责。而眼看着事态开始扩大，当事
的患者家属表示发这个朋友圈，
只是希望得到亲友的关注， 对他
哥哥手术后多些关心与鼓励。

客观而言， 即便手术真的失
败了， 他也未必就一定会采取杀
医的行动， 他之所以会发布这样
的朋友圈， 也许只是为了宣泄某
种情绪， 甚至说为了炫耀他为了
自己的亲人“什么都可以干”的草
莽英雄气概。 但是，这则“杀医声
明”的发布，再次把医患关系推到
了我们面前， 也促使我们对这个
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

几乎过去每一次杀医伤医事
件的发生， 都会掀起新一轮的大
讨论，从体制的角度、医改的角度
等等，更细分下去，还有改变现在
以药养医、医院创收的状况等等。
而且， 以上提到的这些工作也正
在进行，效果也慢慢得到了体现，
即便这些是解决问题的治本之
道， 但现在需要的是立刻马上就
把伤医杀医事件发生的概率降低
到最低， 直至为零； 是让每一位
医护人员都获得必要的职业安全
感， 所以我们等不起。

而最为有效的途径， 就是提
高伤医杀医行为的违法成本， 别
说真的付诸行动的伤医杀医， 就
是诸如 “杀医声明” 这样的言论
派， 也应该为他这种不负责任的
言论付出必要的法律代价。 只有
当杀医伤医辱医甚至是威胁医生
的法律和现实成本大大提高，而
不是批评教育一下， 行政拘留几
天， 则医护人员才能获得他们本
应该享受的安全感。 □苑广阔

取缔路边烧烤必须建立长效机制 “杀医声明”
不能止于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