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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实： 垃圾分类， 人称 “世
界性难题”。 春节前夕， 媒体记
者在浙江调研时发现， 经过多年
的探索实践， 这道难题正在被有
效破解。 “垃圾围城” 的浙江答
卷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肯定，
并将在全国推广。 垃圾分类工作做
得有多细和多实， 效果就会有多
好。 只重宏观决策， 不重细节设
计， 难免脱离实际， 轻则让人提
不起兴趣， 重则引发居民反感。
惟有走群众路线， 在细节上求成
败， 方能尽早破解这道难题。

遏制食品“早产”现象，尚需监管发力

刘剑飞： 福建省政府办公厅
日前印发 《关于实施标准地址二
维码管理工作的意见》，明确福建
省将全面实行标准地址二维码管
理制度，小到门牌楼栋，大到道路
街巷，都将加入二维码信息。在门
牌上加注二维码，这种扫码查询信
息的方法方便快捷， 可以起到精准
导航的目的，但是稍有不慎，也可
能成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的工具 ，这就需要在确保查询
方便的同时， 加强风险防范。

绿色“红包”
在中国的传统中， 春节拜年红包自然少不了。 但随

着近几年微信红包的兴起， “抢红包” 在网上也变得流
行起来， 不管是大人小孩都对此乐此不疲， 就连一些老
人都会时不时参与抢红包。 市民李先生今年春节也在多
个微信群中抢了不少红包， 但一个同学微信群中， 一个
绿色的 “红包” 却让他有点摸不着头脑： 点进去一看原
来是个收款红包， 不但没钱可抢， 反而要给收红包的人
发钱。 “这要是动作再快一点， 再点下去就是给别人发
钱了。” （2月5日 《重庆晨报》） □王铎

门牌加二维码
也要注重信息保护

□徐剑锋

要让当技工成为“很体面”的事
纾解 “技工难招” 并非一

朝一夕， 归根结底要解决 “技
工岗位缺乏吸引力” 的问题。
职业荣誉上， 让他们享有与公
务员、 干部、 工程师一样的社
会地位。

随着春节假期结束， 返乡务
工人员又将面临继续出去寻找机
会， 还是在家门口就业的抉择。
而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对用工的
需求， 江西各地针对返乡务工人
员的就业帮扶和招工活动也在火
热进行中， 部分公司技术型岗位

人才高薪难求。 （2月6日 《珠江
晚报》）

技工成为市场香饽饽， 恰恰
说明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在加
快， 这是一种好现象。 没有一流
的技工， 难有一流的产品 。 置
于 发 展 新 常 态 下 ， 企 业 只 有
加 快 结 构 调 整 ， 才 能 不 断 抢
占 市 场 制 高 点 ， 带 来 可 观 的
经 济 效 益 ； 而 有 了 经 济 效 益
的支撑 ， 改善工作环境、 提高
工作待遇才不会是一句空话。 如
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企业发展
必定 “无往而不胜 ” ， 又何来
“技工难招”？

俗话说： 有了梧桐树， 何愁
凤不来 ？ 今天 ， “80后 ” “90

后” 新生代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
主力军， 和父辈们相比， 他们除
了看重工作薪酬外， 更在乎工作
环境和职业发展空间。 欲治 “用
工荒”， 先解 “技工慌”。 从大环
境来讲， 只有切实解决他们在社
保、 教育、 医疗等方面的后顾
之 忧 ， 并 以 公 共 服 务 的 均 等
便 捷 来 提 升 城 市 归 属 感 ， 才
能 让 他 们 愿 意 留 下 来 一 起 打
拼 ； 就 小 环 境 而 言 ， 企 业 只
有 主 动 承 担 社 会 责 任 ， 在 待
遇薪酬 、 发展机会、 人本管理
方面做足功课， 并不断提升文化
软实力， 才能让工人与企业同生
共荣。

高素质技能人才缺乏， 已成

为经济发展的人才瓶颈， 也是制
约制造业升级的短板。 无论是稳
增长， 还是调结构， 广大企业都
要像舍得购买新设备、 更换新机
器那样 ， 高度重视技工队伍的
“供给侧改革”。 一方面要注重内
挖潜力， 对现有人才进行 “再发
现”、 再教育， 并通过提高学历、
技能培训等多种途径 ， 形成完
善 的 产 业 工 人 培 养 体 系 ， 深
度 挖 掘 潜 藏 在 企 业 内 部 的
“新 红 利 ” ， 加 快 实 现 职 业 素
养 和 劳 动 技 能 的 提 升 ， 不 断
适 应 机器更新 、 技术升级 、 工
艺变革的用工要求。 另一方面要
外招贤才， 提前与大中专院校挂
钩联系 ， 通过 “订单式培养 ”、

企业新型学徒制等模式， 推动校
企合作、 产教融合。

纾解 “技工难招” 并非一朝
一夕， 归根结底要解决 “技工岗
位缺乏吸引力” 的问题。 职业荣
誉上， 让他们享有与公务员、 干
部、 工程师一样的社会地位； 制
度供给上， 不断完善对技工的评
价、 培养、 使用和激励机制， 在
劳动模范的评选、 人大代表和政
协委员的参选以及参政议政等方
面同样打开 “窗口”， 让他们拥
有良好的成长和发展空间 。 总
之， 只有让当技工尤其是高级技
工成为一件 “很体面” 的事， 那
么才能形成全社会对这个行业的
敬仰、 重视和厚遇。

中老年人上网
须系好健康安全带

盲道需要日常管理和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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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观点

垃圾分类
关键要做实细节

过年回家， 看到了身边的爸
妈们都成了网瘾少年 、 网瘾少
女。 以前假期， 在家总被爸妈嫌
弃。 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
自从爸妈们都开始玩手机以后，
这个春节假期， 他们再也不吵吵
你整天抱着手机了！ 你们的爹妈
并不是个例。 近日， 中国互联网
络信息中心发布了第39次 《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
报告显示， 截至2016年12月， 40
岁以上网民群体占比为 23.1% 。
（2月6日 《齐鲁晚报》）

当看到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
捧着手机爱不释手， 我们才意识
到： 原来手机和互联网不仅对年
轻人吸引力巨大， 就连父母一辈
人也对它难以抗拒。 这是互联网
的魔力， 亦是互联网的风险， 对
于父母一辈的中老年人而言， 互
联网究竟是彼之蜜糖还是吾之毒
药， 差别可能只在一线间。 如果
中老年人能合理适度使用手机和
互联网， 先进的互联网科技无疑
有助于丰富他们的晚年生活， 而
如果中老年人不能把握好尺度分
寸， 过度沉溺互联网将带来诸多
恶果， 弊大于利。

正所谓 “凡事有度， 过犹不
及”， 也许互联网对于中老年人
而言并非龇牙咧嘴的洪水猛兽，
但一旦成瘾后沉迷其中不可自
拔， 网瘾给中老年人带来的各方
面的伤害却不容小视。 其中， 网
瘾给中老年人造成的最直接的伤
害 ， 莫过于身体健康方面的损
害。 如今， 过度上网损害身体健
康早已是共识， 年轻人因过度上
网而造成疾病伤害乃至危及生命
的案例不在少数， 而中老年人相比
身强力壮的年轻人， 身体素质本就
开始下降， 此时如果不顾身体状况
长期沉迷网络， 面临的健康风险
显然要比年轻人大得多。 因此，
中老年人若是沾染网瘾， 从健康
层面来讲危害之大甚至超过年轻
人， 务必对此提起高度重视。

互联网之所称之为 “网 ” ，
意味着它有规则和边界， 任何人
使用互联网都应当遵守规则并把
握尺度， 才能充分享受到互联网
科技果实的甜蜜。 中老年人搭乘
时代的互联网快车， 务必系好健
康的安全带， 适度上网， 不宜长
期过度沉迷。 □侯坤

据报道， 日前， 郑州市惠济
区古荥镇纪公庙村多名村民反
映， 春节前， 村里给150多户村
民发放了过年福利， 可发放的饮
料却是 “问题饮料”， 包装箱上
和饮料罐底部印的生产日期竟然
是2017年2月10日， 村民们都不
敢喝。 （2月6日 《大河报》）

在产品销售初期 ， “早产 ”
十几天看似影响不大， 但等到保
质期临近的时候， 消费者吃进肚
子里的就已经是过期产品了， 由
此导致的食品安全隐患自不必
说。 生产日期都可以伪造， 可想
而知， 为了谋取利益， 商家还有

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
其实 ， 食品行业有过 “早

产” 现象的不止是这家 “郑州某
饮品有限公司”， 许多知名产品
都曾因早产事件被媒体曝光。 事
实证明， 当 “早产” 成为一种行
业潜规则时， 依靠媒体监督的力
量显得十分有限。 倘若监管部门
充分行使职责， 让违法企业付出
惨痛代价， 不说假冒伪劣产品会
销声匿迹， 至少 “早产” 食品不
会大行其道。 食品安全无小事，
也许偶尔享用一两次 “早产” 食
品危害不大， 但生产日期成为企
业可随意标注的常态时， 监管部

门无论如何难辞其咎， 食品 “早
产” 不断上演， 其背后恰恰是监
管的 “难产”。

因此， 遏制食品 “早产” 现
象上演， 尚需监管发力， 把现行
法制执行到位。 除加大力度， 使
每个环节都得到有效监管外， 还
需要建立追责机制， 对监管不力
者进行问责， 以此倒逼监管体系
的完善。 此外， 有必要修改现行
的法规， 加大惩处力度， 将情节
严重 、 屡教不改者罚至倾家荡
产。 只有多措并举， 才能构筑起
一道坚固的食品安全 “防火墙”。

□张国栋

近日， 有读者给本报打来热
线电话称， 有些盲道帮倒忙。 路
边的盲道是专门帮助盲人行走的
道路， 是无障碍设施的一种。 但
是， 有些盲道由于早期设计不合
理， 后期人为占用等原因， 盲道
变成了 “绊脚石 ”、 “拦路虎 ”
甚至是 “陷阱”， 给盲人带来了
困扰甚至是危险。 昨天， 笔者进
行了实地采访， 发现有些盲道的
确让人心惊胆战。 但令人欣慰的
是， 有的危险盲道在意识到错误
后， 已经悄悄改正了。 （2月5日
《北京晚报》）

盲道作为城市交通出行的重
要组成部分， 体现着全社会对盲
人这一特殊弱势群体的关爱。 从
全市盲道的规划设计施工情况来

看 ， 十分的科学和完备 。 理论
上， 一位盲人从家中走出， 就可
以脚踩盲道完成步行到公交、 地
铁车站、 商场、 超市、 工作单位
等所有交通过程。

但现实情况是， 盲道被占用
已经司空见惯。 有的被临街商铺
堆放商品， 有的在盲道中立个电
线杆子 ， 有的被机动车 、 摩托
车、 自行车占用， 有的报刊亭建
在盲道上 ， 盲道简直成了 “忙
道”， 严重影响着盲人的出行安
全。

如何才能让盲道畅通无阻
呐？ 首先， 应该加强对盲道的管
理。 实行网格化管理措施， 明确
责任人。 采取定期巡查、 共享街
头电子监控探头、 设置举报电话

等方式获得盲道被占用信息， 及
时排除， 恢复盲道功能； 其次，
应严格遵守 《北京市无障碍设施
建设和管理条例》， 监管部门应
对占用盲道者责令停止侵害、 恢
复原状并依法依规予以处罚； 再
次， 应加强宣传， 强化社会对盲
道的认识， 让所有市民了解盲道

设置的意义和作用， 形成人人自
觉呵护盲道的和谐社会氛围。

盲人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
员， 是一个需要社会各界给予关
爱和帮助的群体， 每一位公民都
有义务尊重他们， 关爱他们， 让
盲道真正成为盲人的安全出行通
道。 □许庆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