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旧厂房与当地居民这
种 “融入血脉” 的关联 ， 体
现着工业化与工人阶级的历
史渊源。 保护好北京的老旧
厂房， 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保
存首都工人阶级的历史信息。

自今年8月15日起， 全国 “扫黄打非” 办公室等中央
八部门联合部署开展为期40天的互联网低俗色情信息专
项整治行动。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9月25日， 全国共处置、
删除色情低俗等有害信息2000余万条， 整治行动收到阶段
性成效。 （9月25日新华网） □朱慧卿

天歌： 2016年11月20日，南京
市民戴女士购买了某影院的一张
电影票， 票面标注的播放时间为
当天的20时45分， 但是该影城一
直播放广告直至20时52分才开始
播放正片。为此，戴女士以影院涉
嫌强制消费，侵害她的知情权、自
主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向当地法
院提起诉讼。这位消费者的维权意识
当然值得赞赏，但依靠单个消费者
的单打独斗， 确实存在维权成本
过高的问题， 该给泛滥成灾的电
影贴片广告立立规矩了。

■老许图评

■网评锐语

清理

□张刃

北京老厂房保存着首都工人的历史信息

北京将出台政策保护利用老
旧厂房的新闻占据了首都各大媒
体头条， 人们关注的是， 它将为
北京进一步拓展文化空间。 事实
上， 其意义不止于此。

老旧厂房是工业遗产的一部
分， 其中有代表性的建筑， 或有
地标意义， 或有历史价值， 已经
成 为 一 座 城 市 工 业 化 发 展 进
程 、 工业文明程度的标志与印

记 ， 因此有人把工业遗产称为
“城市名片”。

作为文化古都、 消费城市 ，
历史上北京的工业基础薄弱， 但
新中国成立以后， 许多过去没有
的工业种类率先在首都起步， 且
发展迅猛， 形成了若干人们耳熟
能详的工业新区， 如以首钢为代
表的石景山、 以电子工业著称的
酒仙桥……在那里生活过的几代
北京人， 几乎都与之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 老旧厂房与当地居民
这种 “融入血脉” 的关联， 体现
着工业化与工人阶级的历史渊
源。 保护好北京的老旧厂房， 在
一定意义上就是保存首都工人阶
级的历史信息。

工人阶级是伴随着工业的出
现而诞生的， 又伴随着工业化进

程而发展。 今天的人们以及后世
子孙， 要了解中国工人阶级和工
人运动的历史， 在诸多工业遗产
中都可以找到实物印证； 没有这
些遗产， 势必成为历史实证的重
大缺憾。 譬如， 我们讲， 中国近
代史以 “五四运动” 为开端， 而
运动中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又
是标志性事件。 那么， 当时中国
工人阶级生产生活状况如何？ 除
了文字， 最真实最直观的记录就
在那些至今尚在的工业遗存之
中。 这一点， 北京的长辛店就是
代表。 我们讲， 上世纪五十年代
北京从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
市， 那么， 起步在哪里？ 标志是
什么？ 除了文字， 后人当然希望
看到当年的场景和实物 。 这一
点， 当年分布在朝阳区的纺织、

电子、 机械、 化工、 汽车工业基
地就是证明……

遗憾的是， 过去， 我们认识
不够， 许多工业遗产没有得到有
效的保护， 并且随着日益加快的
城市改造建设和工业布局调整而
被蚕食 、 拆毁 ， 迅速消失 。 如
今， 人们认识到了它们的价值，
一些工业发展较早的城市， 甚至
把带有当年半殖民地印记的欧式
建筑都当作 “宝贝” 保护下来，
吸引客商， 为什么不能给民族工
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遗存
（如老旧厂房） 保留一点空间呢？
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北京的工业
历史相对较短， 但近60多年来的
发展、 演变 （包括后来大规模的
外迁） 却在中国现代工业发展史
上有着相当的代表性， 在某种意

义上更具保护价值。
保护老旧厂房， 还有一个如

何利用的问题。 据报道， 北京目
前共有200余处老旧厂房 ， 其中
七成左右尚未利用， 这很可能引
发某些人的 “开发冲动”， 带来
新一轮的破坏 。 因此 ， 必须强
调， 遗产保护优先， 以传承历史
文脉； 科学利用是以合理保护为
前提的。 倘若拓展文化空间不利
于保护， 则拓展必须 “让步”。

保护工业遗产需要全社会的
努力， 从保存工人阶级历史信息
的角度出发， 工会组织也应该介
入其中。 不能任由工业遗产继续
被不加甄别地拆毁了， 不能再为
了眼前的商业利益或功利目的毁
灭历史了， 否则， 我们将追悔莫
及， 也愧对前辈与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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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代驾乱象亟待监管规范

■每日观点

李雪： 在公共场所，当你欣喜
地接入一个免费WiFi时， 很有可能
你的手机后台正在悄悄地点击广
告。 网络互助分享平台WiFi万能
钥匙新近发布 《2017年上半年中
国公共WiFi安全报告》，显示在其
所监测到的风险热点中，超过99%
的风险热点是通过网页篡改方式让
用户被动点击广告。 公共安全场
所下WiFi不能缺失风险意识。

该给电影“贴片广告”
立立规矩了

对免费WiFi
应增强防范意识

■世象漫说

应让更多的麻然松式人物涌现出来

记者调查发现 ， 酒驾入刑
后， “酒后找代驾” 已成为普遍
的消费习惯。 统计数据显示， 去
年， 全国代驾行业总订单已超过
2.53亿单 ， 总产值达 154亿元 。
而与此同时 ， 代驾行业管理无
序， 漫天要价、 肇事逃逸等乱象
频出。 （9月25日新华网）

本来，代驾的火爆，代驾行业
的异军突起是件好事， 因为它标
志着人们安全意识的提升、 法治
观念的增强，说明人们“开车不喝
酒、喝酒不开车”的认知进一步普
及和强化。然而，前提必须是这个
代驾服务是靠谱的， 是正规、安

全、守法的代驾司机。否则，安全
依然无法保障， 只能说是才出酒
坑，不小心又入了代驾的坑。

那么， 代驾之乱到底源于何
处？ 从代驾行业的现实状况和各
方评价来看， 一是高增长带来的
“成长的烦恼”。代驾是个好东西，
不然也不会得到人们的认可。但
是过快的增长却在另一方面产生
了行业规则、 标准不完善及门槛
过低等“逆差”，导致问题缠身。二
是监管不力加剧野蛮生长。 对于
代驾这种新兴行业， 目前尚无明
确统一的监管责任单位， 也没有
齐全配套的监管制度。

新形态呼唤新规则。当前，互
联网浪潮汹涌澎湃， 各种形态的
经济、社会创新层出不穷。对待这
些新事物，只要总体有益于社会、
有惠于大众， 就应予以鼓励。但
是， 针对一再出现的创新探索期
容易暴露各种问题和不良状况却
往往由于监管不明而得不到及时
处理的现象， 应当建立一种跨部
门的社会创新观察协调机构，对
初创期的各种乱象弊端保持关注
并积极研究，提出科学治理方案，
推动尽快制定完善监管规则，确
保行业得到调整规范， 问题获得
及时解决。 □徐建辉

■长话短说
为农民工戴好
二维码安全帽

“进入工地前 ， 大家把安
全帽都戴好， 粘贴二维码的一
侧统一向左。” 近日， 在天津
市三房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
目工地， 农民工小组长依靠安
全帽上的二维码清点出勤人
数。 在天津众多建筑工地， 安
全帽上的二维码开始流行起
来， 成为工地新时尚。 而有了
这样的二维码， 农民工信息在
项目部一目了然。 （9月24日
《工人日报》）

二维码的运用， 也让工地
变得更加智慧， 可以通过后台
数据 ， 准确掌握现场施工人
数、 每天工作时间， 从而为编
制定额、 工资发放、 劳务分包
费用结算等提供数据支撑和参
考， 从而有效避免工资被克扣
现象的发生。 同时， 对于劳动
用工监察部门而言， 也可以借
助此进行有效监管， 从而遏制
不法用工的行为。

当然， 要让二维码安全帽
真正发挥功效， 一方面需要用
工单位强化安全教育， 让农民
工认识到安全帽的重要性， 从
而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防护意
识 ； 另一方面也可以推 进 互
联网媒介知识普及 ， 让广大
农民工跟上互联网时代的步
伐； 再者， 对于农民工而言，
在施工期间不仅要按规范佩戴
安全帽， 而且也应时刻注意安
全施工。

事实上， 在一些地方， 为
进入工地的农民工佩戴二维码
安全帽， 已经成为常态。 可以
说， 这是确保施工安全很有必
要的数字化管理手段， 尤其是
在互联网高度普及的当下， “互
联网+” 为各行业的创新搭建了
平台。 创新应用二维码技术， 建
立 “一帽一码” 制度， 让工地充
满了智慧， 也让农民工的管理
实现了科技化、 现代化。

不过， 维护好农民的合法
权益， 既需要科技的支撑， 更
需要用人单位依法用工。 尤其
是在农民工欠薪成为顽疾的当
下 ， 理应利用好这一科技手
段， 让他们的施工更安全、 工
资更有保障 、 生活更美好 。

□杨玉龙

9月21日， 北京南站一站台。
尖尖的车头， 灰色的车身， 红色
的装饰线……京沪之间， 第一趟
复兴号动车组列车， 静待出发。
麻然松出现在站台上， 白衬衫，
大檐帽， 身姿挺拔。 虽然已经开
了23年火车， 可面对着复兴号，
他还是有一点点紧张，“速度350，
我还是第一次开这么快的车。”麻
然松说。闪身进入驾驶室，看着已
不知操作多少次的按钮、仪表，麻
然松瞬间平静下来， 有条不紊地
进行着开车准备， 他心里已经开
始有一些小兴奋， 中国乃至世界
高铁的新速度 ， 将在他手中诞
生。 （9月26日 《北京日报》）

常识和经历告诉我们， 再先
进的设备和机器也是要靠人去操

作、 去控制， 其科技含量愈高，
对人的素质要求也就越高。 这一
点， 在麻然松身上就得到了最好
的印证。 作为第一个驾驭中国乃
至世界高铁最高速度列车的高铁
司机， 23年来， 从驾驶时速40公
里的内燃机到驾驶时速350公里
的高铁， 麻然松都经历了怎样的
历程，成为高铁司机中的翘楚？一
是牢记23年前师傅的教诲。 师傅
告诉他：“干一行， 爱一行， 专一
行，精一行。 ”师傅的这句话，成了
他的座右铭，23年来，他遵循着师
傅的教诲， 一丝不苟地学技术，
长本事。 二是做个有心人。 他对
所走过的所有路段数据， 都熟悉
的像是回家的路。 甭管遇到什么
恶劣天气， 都可自如应对。 三是

用工匠精神严苛地要求自己 。
自己给自己立下 “安全一事不
出、 正点一秒不晚、 对标一厘
不差、 平稳一丝不晃” 的规矩。
使他创造了安全值乘2200趟列
车的记录。 还写出了 《麻然松
京沪高铁操纵法》 一书。

愿更多的企业和职工能够从
麻然松的事迹中得到启发和激励，
形成培育千百个麻然松式优秀职
工的良好工作氛围和工作机制 ，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许庆惠 （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