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付彪： 这次全国两会上， 江
苏省南京市第一医院副院长、 心
胸血管外科主任陈鑫代表坦言，
现在全省平均一辆120救护车上
只有半个医生， 很多城市面临有
车却派不出的尴尬。 破解 “急救
医生荒”， 需要多方发力。 政府
应加强院前医疗急救体系顶层设
计， 对医疗急救运行管理模式、
人才队伍建设等进行规范。 还要
完善薪酬体系， 制定符合院前医
疗急救特点的绩效分配机制， 提
高急救医师待遇。

破解“急救医生荒”
需要多方面发力

对于弥漫于职场与社会的
“加班文化 ”， 要能予以遏制 。
社会的发展， 不能是靠透支劳
动者的生命来推动 。 “带血 ”
的加班文化不能要。

■有话直说

曲征： 每年3月15日，既是“消
费者权益日”， 也是专业 “打假
日”。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决不允许假冒伪劣滋生蔓延；让
问题产品无处藏身、不法制售者难逃
法网；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实行侵
权惩罚性赔偿制度。 要治理制假
售假行为，须织好防范的“网”，这
个“网”越密越好。要在法律层面
上严厉打击假货。 这需要完善法
律条文， 在法律内容的设置上对
于制假售假者实施严厉打击。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机不离手

□戴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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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谨防微商成“三无”产品温床

■两会观察

■世象漫说

近日，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发
布的 《微商行业发展状况调查报
告》 显示， 暴力刷屏和虚假宣传
成为微商宣传的重点问题。 而产
品质量则是微商经营中最突出的
问题， 尤其是 “三无” 现象比较
严重。 其次， 品质无保障、 消费
者维权缺失和监管困难已成为目
前微商行业的发展痛点。 （3月
12日 《劳动午报》）

翻翻朋友圈， 爆屏第一的当
属微商们推广的各类产品。“十个
好友九个微商” 绝对不夸张 。并
且，除了推销产品外，还有一些微
信好友撺掇你加入微商队伍。据
中国互联网协会微商工作组统计

数据显示，2016年，微商行业总体
市场规模已超过3600亿元， 全国
微商从业者高达1535万人， 持续
呈高速增长态势。但同时，微商中
的一些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

对于微商存在的乱象， 媒体
早有曝光， 而且也引起了监管部
门的重视。不过，笔者以为，其一，
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完善亟须提上
重要日程， 尤其对微商平台性质
和责任的认定上必须要明晰，让
微商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事， 并纳
入监管视野。

其二 ， 亟待执法部门 “亮
剑”。 一方面， 要做好消费警示，
引导消费者正确认识微商， 谨慎

购买微商所售卖的产品； 另一方
面， 对于微商中出现的 “三无”
产品， 无论是企业微商还是个人
微商， 均一查到底， 这就需要执
法部门切忌坐等线索， 更须主动
查找线索； 再者， 对微商中存在
的 “传销” 行为， 应加强预警、
防范和行政监管， 依法追责。

其三， 对于消费者， 一方面
购买微商所售产品， 多留意产品
质量， 切忌只贪图价格低廉， 谨
防买到 “三无” 产品； 另一方面
对亲友要求转发朋友圈的产品，
也应多些核验， 帮人是好事， 但
是产品若是违法违规的， 未尝不
是对他人的不负责任。 □李雪

加拿大一项最新研究发现， 令人上瘾的智能手机应
用和功能都指向人类渴望与他人互动的意愿 ， 对手
机上瘾者不是厌恶社交， 而是太热衷社交。 （３月１２日
新华社） □老笔

打击“山寨社团”少儿赛要形成合力 热点“冷”议
与非热点话题

治理制假售假行为
“网”越密越好

“过劳死”频发折射权益保护困境

有资料显示， 我国目前因工
作压力增大而导致 “过劳死 ”
的 人数呈上升趋势 。 对此 ， 政
协 工 会 界 委 员 呼 吁 ， 要 遏 制
过 度 加 班 现 象 ， 在 企 业 层 面
建 立 健 全 工 时 协 商 机 制 ，
在 行 业 层 面 科学制定劳动定
额 ， 在立法层面明确界定 “过
劳死” 标准， 在政府层面加大
执 法 惩 处 力 度 ， 切 实 维 护 劳

动者合法权益 。 (3月12日 《工
人日报》)

近年来， “过劳死” 人数呈
上升趋势， 成了职场不能承受之
重， 与工作压力大、 加班常态化
有很大关系。 全国总工会开展的
第八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 调 查
显示 ， 47.1%的职工每周工作
时间在 40小时以内 ， 31.3%的
职工每周工作时间在 41~48小
时 ， 每周工作时间在48小时以
上的职工占比21.6%;加班加点足
额 拿 到 加 班 费 或 倒 休 的 职 工
仅 占 44% ； 没 有 享 受 带 薪 年
假 、 没 有 补 偿 的 占 35.1% 。
“过劳死” 频发， 折射劳动者权
益保护困境。

据了解， 过度加班不仅存在

于一些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 甚
至扩散到了部分国企和事业单
位 ， “五加二 ” “白加黑 ” 甚
至成了一些公务员的工作常态。
过度加班现象不再是某一行业的
特有现象， 而是在各行各业都较
为普遍。 比如在医疗行业， 医生
频频 “过劳死 ” 就值得关 注 。
而 在 互 联 网 企 业 、 劳 动 密 集
型 企 业 等 领 域 ， 过 度 加 班 更
为盛行。

而现实中， 一些企业甚至将
“加班文化” 当成企业文化 ， 在
竞 争 激 烈 的 商 场 ， 很 多 企 业
希 望 每 位 员 工 都 能 满 负 荷 甚
至 超 负 荷 工 作 ， 过 度 加 班 被
企 业 形 容成了劳动光荣 ， 而对
于员工来说， 职场竞争激烈、 优

胜劣汰， 不努力工作就可能被淘
汰， 加班成了情非得已的自愿
行为 。

劳动诚光荣， 过劳却可悲 。
按照 《劳动法》 规定， 用人单位
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
日。 由于生产经营需要， 经与工
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 以 延 长 工
作 时 间 ， 一 般 每 日 不 得 超 过
一小时 ;因特殊原 因 需 要 延 长
工 作 时 间 的 ， 在 保 障 劳 动 者
身体健 康 的 条 件 下 延 长 工 作
时 间 每 日 不 得 超 过 三 小 时 ，
但 是 每 月 不 得 超 过 三 十 六 小
时 。 用人单位违规延长劳动者
工作时间， 这是 “过劳死” 的病
根所在。 我国对劳动者的工作时
间有明确规定， 但很多用人单位

还 是 存 在 违 规 加 班 的 现 象 ，
这 与 企 业违法成本低有关 。 在
劳动者 “过劳死” 后， 存在近亲
属维权难， “过劳死” 难以被认
定为因工死亡等问题。

对此 ， 正如吕国泉委员建
议， 要在立法层面明确界定 “过
劳死” 标准。 比如将“过 劳 死 ”
认定为因工死亡的特殊情形 ，
并 将 其 纳 入 职 业 病 目 录 或 建
立 专 门 的 法 律 进 行 预 防 和 规
范 。 同 时 ， 还 要 加 大 对 企 业
违 规 加班行为的打击力度 。 另
外 ， 对于弥漫于职场与社会的
“加班文化”， 要能予以遏制。 社
会的发展， 不能是靠透支劳动者
的生命来推动。 “带血” 的加班
文化不能要。

两会热点话题很多， 或是
亟待解决的矛盾， 或是关系国
计民生的大事 ， 又往往是疑
点、 难点， 最为引人注目。 聚
焦热点， 议论风生是好事。 但
热点不能 “炒 ”， “炒 ” 能加
温， 却未必解决问题； 不能大
而化之， 一味务虚， 却不能落
到实处。 如果大家都只在宏观
层面上说同样的话， 就失去了
参政议政的意义。

譬如依法治国 、 扶 贫 攻
坚 ， 都是大题目 。 其内涵意
义、 大政方针中央已经讲得很
明确、 很透彻了。 代表、 委员
除了审议， 更重要的是在你所
代表的区域、界别，怎样把大题
目分解开来，落到实处。 这就需
要掌握实情，分析思考，提出自
己的见解，拿出可行的办法，尽
到自己的责任。 又如其他热点，
可能涵盖某一行业、领域，大且
广， 泛泛而议于事无补， 也须
从各自的实际出发， 有针对性
地提出议案 。 大家集思广益 ，
才能形成相应的国家决策， 会
后有序实施。

参政议政只有热情是不够
的， 还需要客观、 理性。 热点
“冷” 议方务实。

热点之外还有许多非热点
问题， 譬如关于文化发展、 生
态环境、 传统教育、 道德建设
等 等 ， 看 上 去 或 许 不 十 分
“热”， 但放到国家发展、 民族
复兴的大背景下 ， 都很重要 。
而且 ， 许多非热点议题的提
出， 与代表、 委员的身份有直
接关系， 他们从自己熟知的领
域， 所代表的群体以及自身实
践出发 ， 有针对性 ， 也有见
地， 体现了认真履职的责任意
识， 理应受到重视。

热点与非热点是相对的 ，
二者可以转化 ， 今年的 “冷 ”
可能成为明年的 “热 ”。 社会
发展是多方面的 ， 议题 过 于
“冷热不均 ” 难免出现偏颇 ，
影响均衡发展 。 像关注经济
问题一样关注并切实解决经
济领域之外的其他国计民生问
题 ， 是 推 进 “ 五 位 一 体 ” ，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
之义。

□ 一刀 （资深媒体人）

中国国际青少年艺术节、 中
国国际青少年儿童艺术节 、 I鄄
CAA国际少儿书法大赛……花几
百元或者数千元， 就能参加这些
针对青少年儿童举办的才艺比
赛 ， 甚至可以在境外参加总决
赛 。 调查发现 ， 这些多个冠以
“中国”、 “国际” 等头衔的青少
年儿童才艺大赛， 其主办方均为
民政部曝光的 “离岸社团” “山
寨社团” “涉嫌非法社会组织”。
多名人士称， 在分赛区、 总决赛
的比赛中， 只要花钱就能得奖。
（3月12日 《新京报》）

冠以 “中国 ”、 “国际 ” 等
头衔的多个少儿比赛， 主办方基
本上都是被民政部曝光的 “山寨

社团 ”， 属于非法的社会组织 。
冠冕堂皇的少儿赛， 交钱即可拿
奖的游戏规则， 难道家长都不明
白其中的猫腻儿？ 恐怕没有人相
信， 毕竟， 在网络资讯异常发达
的今天， 这比赛的伪装很容易揭
开———网络搜索， 一键即可揪出
这些 “山寨社团” 少儿赛的狐狸
尾巴。

事实上， 一场场的 “山寨社
团” 少儿比赛， 就如同一幕幕的
皇帝新装闹剧， 所有参与其中的
人都是演员， 也都是观众， 唯有
那些被迫参与比赛的孩子蒙在鼓
里 。 组织方故弄玄虚 ， 夸大其
词， 借比赛大肆敛财； 家长们明
知比赛的猫腻儿多多， 却掩耳盗

铃， 半推半就， 自欺欺人， 甘做
山寨比赛的利益牺牲品。

打击 “山寨社团” 少儿赛不
能单靠教育管理和民政部门， 还
需要社会各界合力出击。 更重要

的是， 那些热衷于花钱买荣誉、
花钱买奖杯的家长， 你们也该醒
醒了 ， 培养孩子的爱好无可厚
非， 但请端正心态， 远离功利，
避开山寨比赛陷阱。 □黄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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