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奚旭初： 最近从广西贺州广
济医院康复的一位八旬老太，为
感谢医生救命之恩，在出院前向医生
鞠躬，医生连忙鞠躬回谢。 医生说
救死扶伤本是医生天职， 没想到
老人会给自己鞠躬， 并且表示这
是对自己的一种鼓励和鞭策，要
用心为每一个患者做好医疗服务
工作。 这一幕证明，只要医生付出真
心， 就能赢得患者的尊重和认同。
此事还告诉我们， 信任与担当，
托付与责任， 关爱与理解……才
是医患关系的本来面目。

老人的鞠躬
还原医患关系

提高职工工资的一个重要
前提是企业效益的增长， 途径
是劳动合同与集体合同的约
定、 劳资平等协商的结果以及
厂务公开、 民主管理的监督等
等。 为了创造效益、畅通途径，
根据相关法律、条例 、章程 ，工
会（特别是企业或基层工会）显
然是可以而且应该有所作为。

■长话短说

谢晓刚：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
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 ，对
1680名18～35岁青年进行的一项
调查显示，56.5%的受访青年给父
母生活费，58.5%的受访青年认为
年轻人应该给父母生活费。“子欲
孝而亲不待， 子欲养亲不在”。年
轻人事业有成是尽孝，常回家看看也
是尽孝……但无论哪种方式方
法，父母把我们培养成人，我们怎
么回馈父母都不为过。 尽孝当趁
早，莫待爹娘老。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面试补贴”

□张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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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遛狗绳的长短”关系到法治与文明

■两会观察

■世象漫说

近日， 济南警方就 《济南市
公安局关于加强养犬管理的通
告》 向社会征集意见。 记者注意
到， 通告中拟规定， 市民遛狗时
绳长不得超过1.5米， 引发争议。
（3月7日 《新京报》）

众所周知， 各地均对居民遛
狗的行为出台过不少规定。 仔细
阅读一下， 济南的规定与其他地
方近年来出台地方条例没有多大
区别， 主要是针对养狗人设立养
狗行为规范， 其中 “遛狗时绳长
不得超过1.5米 ” 成为最大争议
点 。 济南警方回应称 ， 1.5米是
畜牧部门经过实验后， 得出的犬
只不至于影响他人所应保持的安

全距离。
然而 ，“遛狗绳长1.5米 ”，面

临极大的质疑：其一，正如警方坦
言的：“公安机关也没有条件一个
一个去量”，一条地方法规出台之
后，若落实不力或遭人忽视，会影
响法规的严肃性； 其二， 该规定
“不至于影响他人所应保持的安
全距离”，但大人和小孩、大型烈
犬与宠物狗显然存在天壤之别，
把 “遛狗绳长1.5米 ”一概定为安
全距离， 过于简单臆断， 难以服
众；其三，规定指出，一旦养犬者
在遛狗过程中， 因为扰民发生纠
纷，其束狗绳是否达到规定长度，
将成为警方裁决时的判断依据。

但如果办证时长度达标， 居民回
去后做了修改怎么办； 发生突发
危急情况时，一方称长度达标，一
方否定，如何定案？

狗绳的长短牵系到法治与文
明。 一方面相关部门要广泛听取
群众意见，多方论证，制定更细化
更科学的法规， 严厉追究饲养人
的法律责任，并加大宣传力度，提
高居民自觉性，另一方面，市民及
社会各界也要通力合作、 积极配
合，提升法律意识和文明意识，明
晰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界限，
科学养狗、文明养狗，对他人和社
会负责， “狗绳的长短”才不至于
成为难题。 □斯涵涵

记者从南京市委宣传部获悉， 南京市推出旨在引进
大学毕业生的 “宁聚计划”， 在创业和就业上予以支持。
其中， 外地高校毕业生来宁面试， 可报销相关费用， 标
准为生均1000元。 目前， 南京是国内首个对应届大学生
开出 “面试补贴” 的城市。 （3月8日 《新京报》）

□王铎

礼让斑马线应成为城市新名片 合力挡住手机APP的
“侵权之手”

尽孝当趁早
莫待爹娘老

增加职工收入与提高个税起征点

两会伊始， 事关广大职工切
身利益的两个话题就引起人们热
议。 一个是多位来自一线的工人
代表呼吁增加工人 （特别是技术
工人） 收入、 待遇， 另一个是总
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将提高
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这两件事都
呼应了会前民意调查中位居前列

的收入分配问题， 是一个问题的
两个方面。

分配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中
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分配是
否合理、 差距是否悬殊， 不仅关
系到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生活
水平、 生存状况， 而且影响着劳
动者及其相关人群的 心 理 、 思
想 和 行 为 ， 并 表 现 为 社 会 生
活 是 否 正 常 与 安 定 。 作 为 职
工 权 益 的 表 达 者 和 维 护 者 ，
作为党和政府联系职工群众的
桥梁和纽带， 工会组织在分配问
题 上 为 职 工 群 众 说 话 办 事 责
无旁贷 ， 应该而且能够有所作
为。

增加工人收入， 理论上叫做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
比重”， 直白地讲， 就是提高职
工工资水平。 随着我国人口红利

的消退 ， 曾经的劳动力供大于
求， 以致 “被贬值” 的状况逐渐
发生了根本变化 。 “中国制造
2025” 强国战略的提出， 更使得
技能人才变得宝贵 ， 提高劳动
者 ， 特别是技能人才的工资待
遇， 已经成为必须面对并切实解
决的现实问题。 这一点， 社会基
本达成共识。

提高职工工资的一个重要前
提是企业效益的增长， 途径是劳
动合同与集体合同的约定、 劳资
平等协商的结果以及厂务公开、
民主管理的监督等等。 为了创造
效益 、 畅通途径 ， 根据相关法
律、 条例、 章程， 工会 （特别是
企业或基层工会） 显然是可以而
且应该有所作为。 这其中的关键
在于， 工会敢不敢为职工群众说
话， 会不会把话说到点子上、 关

节处， 能不能把实惠落到职工群
众的口袋里。

提高个税起征点， 理论上叫
做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再
分配不是直接的劳动报酬， 却在
更大范围和程度上关系到职工群
众的切身利益 。 譬如就医 、 住
房、 求学， 是每个职工家庭都要
念而且多是难念的 “经”， 初次
分配的收入不足以解决所有的乃
至基本的需要时， 再分配是否公
平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个税起征
点应该如何定位 ？ 恐怕会有争
议 。 但肯定不是越高越好 。 这
里， 公平是一个重要原则。 区别
不同情况 （如综合与分类）， 考
虑多重因素 （如子女教育、 大病
医疗的专项扣除）， 通过减轻中
低收入者的税负， 适当增加对高
收入者的征缴， 才有利于实现二

次分配的公平。
再分配是通过政府手段向全

体人民提供的公共服务的一部
分。 工会组织有参加人大、 政协
以及各种形式联席议事的 途 径
和 手 段 ， 当 然 也 可 以 而 且 应
该 有 所 作 为 ， 并 最 终 体 现 在
人 大 或 政 府 决 策 在 多 大 程 度
上 采 纳 了 工会的意见和建议 。
显然， 工会 （特别是工会领导机
关） 需要在参政议政的水平和能
力上下功夫。

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
分配不公、 差距悬殊的问题依然
严重。 对此 ， 各级工会组织应
该 有 清 醒 的 认 识 ， 并 在 分 配
问 题 上 充 分 发 挥 作 用 ， 为 使
更多的劳动者凭借自己的智慧和
双手生活得更幸福、 更体面而努
力。

7日，北京市消协发布手机
APP(应用软件 )个人信息安全
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部分手机
APP存在过度收集、 违规使用
个人信息的现象。 北京市消协
提示消费者使用手机APP时不
要轻易同意其获取个人信息的
要求。 (3月7日新华社)

手机APP兴起之后 ， 手机
APP过度采集个人信息更是成
为网络诈骗的源头之 一 。 个
人信息成了一些不法网络运
营 商 予 取 予 夺 的 “ 私 人 财
产 ” ， 原因就在于 对 于 手 机
APP的监管乏力， 正如报告指
出： 目前法律法规的原则多 、
细则少， 自律规范多、 监管规
制少 。 另外 ， 对于消费者个
人信息保护的职责分散 ， 而
对 于 消 费者权益受损的救济
渠道也不畅通。

再者， 消费者的维权意识
也较弱， 比如调查显示， 个人
信息遭到侵害时， 选择向消协
或主管部门投诉的仅占35%。
消费者缺乏足够的维权意识 、
防范意识， 造成侵权方更加肆
无忌惮 ， 也更容易让消费者
“门户洞开”， 更利于违法手机
APP “上下其手”。

针对于此， 一方面需要完
善相关法律法规， 对手机APP
形成制度规范 ， 完善监管机
制， 加强监管力度， 畅通维权
渠道， 筑牢安全屏障， 保护好
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 另一方
面， 也需要消费者具备更多的
维权意识、 防范意识， 比如当
使用手机APP时不要轻易同意
获取个人信息权限的要求， 避
免在不熟悉的手机APP上输入
银行账号及密码等重要个人信
息， 当个人权益受损， 个人信
息被侵害后， 要能及时进行投
诉举报。 只有各方共同努力 、
合力 ， 网络运营者才能守规
矩、 知敬畏， 手机APP才不会
成为 “不法之地 ”， 这样才能
挡住违法手机APP的 “侵权之
手 ”， 手机APP才不会成了个
人信息安全的破坏者。

□戴先任

在今年北京两会期间， 首都
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滕盛萍表示， 2018年北京还将继
续推进 “礼让斑马线 ” 专项行
动， 进一步扩大示范路口的覆盖
范围， 并将继续动员更多社会力
量参与其中 。 （3月8日 《新京
报》）

观察城市文明， 交通秩序是
一个窗口， 斑马线则是文明交通
最直观的反映。 无论是按照交通
法规的要求， 还是城市文明的倡
导， 车让人都应成为司机的分内
事。 随着文明创建向纵深推进，
市民素质与日俱增， 礼让斑马线

的司机也越来越多， 让出的不仅
仅是安全和对生命的敬畏。

所谓 “习惯成自然”， 要让
礼让斑马线成为一种常态， 不仅
体现着汽车社会的文明程度， 而
且考量着规则彰显的问题。 归根
结底， 每个人在主观上必须认识
到交通规则的重要性，认识规则、
遵守规则、敬畏规则。这就需要我
们持之以恒地进行宣传、教育、引
导，尽快补上汽车文明这一课，多
一些主动积极的谦让意识， 多一
些交通安全的底线思维， 通过交
通意识的强化 、 出行观念的改
变 ， 让 “车让人 ” 成为内化于

心、 外化于形的自觉行动， 礼让
斑马线成为城市的新名片。

陋习的改变有一个过程， 需
要决心 ， 需要制度 ， 更需要时
间。 于此而言， 眼前的严管不仅

不能松， 还得辅以加装摄像头抓
拍、 加大扣分罚款力度等举措，
持续向不文明开车行为开刀， 以
环环相扣的责任制实现对 “违法
必究” 的常态化。 □徐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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