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5日， 石景山区八宝山
路口， 行人在遮阳棚下等红灯。
八宝山路口搭起遮阳棚， 让行人
在等红绿灯时避免太阳照射、 雨
天也能起到遮雨功能。 （7月26
日千龙网）

眼下，低碳生活，绿色出行已
经成为人们共同追求的生活目
标。随着共享单车的热潮，越来越
多的人减少自驾车而改为骑自行
车。 大街面上的自行车数量比前
些年明显增加， 膜拜、ofo再加上
各种颜色的私家自行车， 铺满了
大街小巷。 骑自行车出行的确好
处不少，不仅符合低碳出行，绿色
环保的理念，还能锻炼身体，不怕
堵车。对于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在
炎热的夏季， 在老城区内骑行是
最为合适的了，不但不觉得热，还
感觉十分的惬意。 那是因为在老

城区内的道路两侧都有种植了几
十年的槐树等大型树木， 浓荫蔽
日，骑行在树荫下，凉风习习。 然
而，在炎炎盛夏，骑行在环路的辅
路和老城区之外的一些道路上，
就要头顶烈日， 有些人就感觉太
晒了。 特别是行驶到路口等红灯
时，在静止的几十秒时间内，太阳
烤着，十分的不舒服。

在八宝山路口为骑行者搭建
遮阳棚的做法让人眼前一亮。 困
扰骑行者多年的问题有了解决的
办法。 晴天能够让骑行者在等红
绿灯时避免阳光直射， 享受遮阳
棚带来的片刻清凉。 雨天能够为
骑行者遮风挡雨， 感受到社会的
温暖。

如何将在路口搭建遮阳棚的
做法在全市进行推广普及是摆在
相关管理部门面前的一个新课

题。我想，一是相关管理部门应该
多选择几处典型路口搭建遮阳
棚，搜集各种数据，为下一步推广
普及提供数据支撑。 二是广泛听
取各方意见， 将专家学者的意见
和附近居民、交通协管员、骑行者

的意见归纳梳理， 在不影响交通
视野的前提下， 设计出多种图纸
来，以供选择。三是希望有爱心的
企业积极参与进来， 为低碳出行
贡献力量。

□许庆惠

7月26日中午，珠海市多个气
象监测点气温超过了35℃。 酷暑
高温下 ，那些顶着烈日汗流浃
背 却 始 终 坚 守 在 工 作 岗 位 的

快递员、外卖配送员、建筑工人、
环 卫 工 人 、保 安 等 ，这 些 户 外
劳 动 者们是否依法拿到了他们
应 得 的 福 利———每 人 每 月 150
元 的高温津贴 ？ （7月 27日 《珠
江晚报》）

早在 2012年6月， 广东就开
始实施 《广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
护办法》《关于高温津贴发放的管
理办法》：高温天气下户外劳动者
高温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元，
按天数折算每人每天为6.9元，发
放时间为每年6月至10月。然而从
记者调查看， 仍有部分行业不知
有高温津贴———“这是什么钱？从

来没有听说过。 ”一位快递员的惊
诧之语， 折射出这一政策善意在
部分用人单位中也俨然被“蒸发”
了。 如此， 不仅侵害了劳动者权
益， 也损害了制度的权威和政府
的公信力。

从字义上讲， 高温津贴属于
津贴和补贴， 是为了保障企业职
工在高温天气下进行劳动生产中
的安全和健康而给予的一种补
贴。按照《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
定》，津贴和补贴属于工资总额的
组成部分， 高温津贴应计入劳动
者工资总额， 属于劳动者应得的
劳动报酬。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

法》也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
动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
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
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
下的， 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
贴，并纳入工资总额。

高温津贴沦为 “纸上福利”，
一条重要原因是监督执行不力，
“以通知落实通知，以文件落实文
件”，缺乏刚性的实际举措。 落实
高温津贴， 不能单靠用人单位的
“良心”， 关键得让政策 “贴地而
行”。具体来说，一方面，要着眼高
温津贴维权有法所依， 厘清相关
法律关系，配套过硬措施，如细化

工资制度， 将高温津贴等纳入职
工工资总额，使其人人皆知，又利
于监督和执行。

另一方面，要压实监管责任，
强化专项督查， 特别是劳动保障
监察部门要适时下到一线、 深入
一线，了解掌握真情实况，对执行
高温津贴政策怠慢、 偷工减料或
以物冲抵等落实不到位的单位，
实行零容忍， 提升违法成本；同
时，加强对劳动者的政策宣传，提
高维权意识， 畅通维权渠道。 总
之， 惟有让违规者付出应有的代
价， 才能为高温天气下户外劳动
者撑起“遮阳伞”。

■世象漫说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长话短说

徐友才：国家版权局、国家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 工业和信息化
部、公安部7月25日在京联合启动
“剑网2017”专项行动，将聚焦新
闻出版影视行业的网络版权保
护， 聚焦电子商务平台和APP领
域的版权整治。 网络版权保护是
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 涉及社
会的方方面面， 要想保护好网络
版权、 彻底铲除网络盗版等各种
侵权行为， 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
做，如建立长效机制、深化网络版
权保护法治建设等。

晓雪： 一边开车一边刷微信
朋友圈，结果把车开到了河里，驾
驶员溺水身亡。 云南省昭通市大
关县公安局26日通报一起事故，
提醒“驾驶车辆一定要专心”。 通
过调查， 驾驶员肖某发生事故之
前， 开车过程中频繁刷微信朋友
圈，存在影响安全驾驶的行为，超
速、 疲劳驾驶也可能是造成此次
事故的原因。事实上，开车玩手机
就是玩自己的命， 别因侥幸逾越
了法律法规。

改制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中央企业公司制

改制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今年年底前，国务院
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要全部完成公司制改
制，这意味着央企将全面步入公司制时代。 （7
月26日新华网） □朱慧卿

□付彪

落实高温津贴须“贴地而行”
高温津贴沦为 “纸上福

利 ”， 一条重要原因是监督
执行不力， “以通知落实通
知 ， 以文件落实文件 ”， 缺
乏刚性的实际举措。 落实高
温津贴， 不能单靠用人单位
的 “良心 ”， 关键得让政策
“贴地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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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本科志愿填报已结束，
专科志愿填报即将开始， 不少家
长为此揪心， 同时也带火了高考
志愿填报市场 。 不少志愿填报
APP和培训机构应运而生。 近日
记者探访发现， 不少APP和培训
机构存在收费混乱、 专家资质存
疑、 大数据不精准等问题。 （7
月27日 《新京报》）

每年的高考成绩一发布， 高
考志愿填报市场就会立即像打了
鸡血一样活跃起来， 并且会应运
而生出许多填报志愿APP和辅导
机构。 他们大多收费昂贵， 噱头
实足， 甚至有许多普通老师或者
培训机构人员摇身一变， 将自己
包装成这方面的 “专家”， 目的
就是利用家长的盲目、 急切与焦
虑心理， 暴敛不义之财。 那么，
乱象丛生的高考志愿填报市场背
后， 根源到底何在呢？ 笔者以为
应该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家长的心理过于盲目
而且急迫， 并且过于迷信所谓的
“权威”机构与“专家”。只要稍微
观察一下便不难发现， 只要分数
一出来， 不论是分高者还是分低
者， 作为家长都会产生一种深深
的焦虑与盲目情绪。 分高者担心
志愿填报不当， 让孩子受了 “委
屈”，分低者想通过志愿填报“技
术” 让自己的孩子考上一所相对
更加理想的学校。 一方面自己心
里“没底”，另一方面又想“稳操胜
券”。无奈之下，他们只有花大价
钱去求助于那些所谓的机构或者
“专家”。因为，在这些机构或者专
家煞有介事地一番“测试”与“分
析”之下，他们盲目与焦躁的心理
会暂时得到些许宽慰。只不过，他
们可能不知道， 其实他们所选择
的所谓“专家”不过是一群实际上
并无多少经验可言的专职“骗子”
而已。 其次是学校以及官方机构
的信息发布不及时、不全面，答疑
解惑工作做得不到位， 或者官话
套话连篇不接地气。

要想彻底根治高考志愿填报
当中的各种 “天价” 乱象， 除了
考生及家长要静下心来， 戒除盲
目与焦躁心理， 自己动手去查找
相关资料进行对比参考以外， 学
校以及官方教育机构也必须切实
履行起应尽的责任来， 要及时发
布比较全面并且权威的相关信
息。 如此， 各种志愿填报乱象才
有可能得到有效的遏制。

□乔木

■有感而发

凝聚遏制食品安全谣言的最大合力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等10部门

近日联合下发 《关于加强食品安
全 谣 言 防 控 和 治 理 工 作 的 通
知 》 ,明确谣言涉及的当事企业
是辟谣的第一责任主体 ,并要求
严厉惩处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
（7月27日 《人民日报》）

在自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下，
食品安全谣言的危害不容小觑。
有的食品安全谣言给人民群众的
生活带来 “后遗症”， 如 “吃大
盘鸡、 泡椒凤爪感染禽流感” 等
谣言， 尽管早已被辟谣， 但是不
少人在生活中还是将信将疑， 生
怕谣言成真。 有时食品安全谣言
甚至给某一个产业、 某一类产品

都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失， 如一条
“塑料紫菜” 谣言足以给福建晋
江等地的紫菜产业造成近亿元的
损失。

治理食品安全谣言， 事后的
惩治可以起到震慑作用， 但要防
控谣言传播， 光有事后惩治还远
远不够， 而应该将关口前移， 从
源头上实现不造谣、 不信谣、 不
传谣。 要斩断谣言的传播， 就要
防止自己成为谣言传播者的 “帮
凶”， 这是此次10部门联合下发
通知中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方面， 谣言涉及的当事企业作为
第一责任主体要及时澄清真相，
防止以讹传讹； 谣言没有具体指

向的， 如 “苹果打蜡有毒” 等谣
言， 有关部门要组织研判， 以适
当的方式击碎谣言。 另一方面，
网站、 微博、 微信等传播平台 ，
应当切实履行阻止谣言传播的社
会责任和法律责任， 对已经认定
为食品安全谣言的， 必须采取一
切行之有效的措施防止谣言继续
传播。 第三， 广大网民应当提高
识别谣言的能力， 对没有求证的
食品安全类信息 ， 不要轻易转
发。 只有这样， 才会凝聚遏制食
品安全谣言的最大合力， 使谣言
从一开始就被击碎， 缺乏广泛传
播的土壤。

□许辉

■每日观点

高考志愿填报市场
何以乱象丛生

为骑车人搭遮阳棚是有益尝试

网络版权保护
任重而道远

开车玩手机
就是玩自己的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