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话直说

长期以来， 手机号异地注销难一直是电信服务行
业的一大 “槽点”。 用户异地注销手机号码时， 往往
需要回到千里之外的号码归属地进行办理。 这一现象
反映出行业发展落后于用户需求， 亟待改进。 (7月
16日新华网) □朱慧卿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异地销号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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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体验“洪峰漂流”，是给公共救援添乱

■世象漫说

落实高温保障不能止于高温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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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狂犬疫苗造假”
必须零容忍

�落实 “高温保障 ”，不能
止于高温津贴。 有关职能部
门加强监督检查， 督促用人
单位落实“高温保障”相关制
度， 既要严肃查处未按规定
标准发放高温津贴的行为 ，
也要严肃查处是 否遵守工
时、休息、休假规定等情况。

□付彪

■每日观点

化解“汉字书写危机”
应从孩子抓起

廖海金：7月15日， 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发布通告，根据线索，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对长春
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开展
飞行检查， 发现该企业冻干人用
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等
严重违反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行为。医药是直接关乎人命的
领域，造假可能就是在间接杀人，
这比一般商品造假严重得多。 疫
苗事关民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对
任何造假行为必须零容忍。

“挂面喂猴”的文明陋习该改改了

李雪：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发
布2018年北京旅游消费体验式调
查结果。结果显示，在全部北京一
日游体验线路中 ，55%的线路存
在强制消费现象； 在全部异地全
程体验线路中 ，40%的线路存在
强制消费现象。 隐性强制消费成
为主要形式。对强制消费说不，首
先，行业的自律至关重要。其次，
须对强制消费监管与打击并重。
总之， 对旅游市场中出现的强制
消费，唯有零容忍、严打击，才不
会让其成为行业顽疾。

别让强制消费
成一日游顽疾

连日来， 从西到东， 从南到
北， 全国多地被大范围、 长时间
的高温天气笼罩， 气象专家称，
这将是今年以来范围最广、 强度
最强的一次高温过程 。 烈 日 炎
炎 ， 全国多地要求切实落实高

温保障的相关制度， 严肃查处未
按规定标准发放职工夏季防 暑
降温费等行为 。 （ 7月 16日中
新网）

每到盛夏时节 ， 烈日炎炎
中， 包括停止露天作业、 发放高
温津贴等相关保障都会成为舆论
热点。 今年6月， 全国总工会下
发 《关于做好2018年夏季职工防
暑降温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级
工会加强监督 ， 督促用人单 位
落 实 防 暑 降 温 主 体 责 任 。 就
在 本 次 “ 最 强 高 温 ” 来 袭 前
夕 ， 全 国 总 工 会 举 行 新 闻 发
布 会 再 次 强 调 ， 不 得 以 发 放
钱物替代提供防暑降温饮料 ，
防暑降温饮料也不得充抵高温

津贴； 因高温天气停止工作、 缩
短工作时间的， 用人单位不得扣
除或降低劳动者工资。

全总的要求具有很强的针对
性。 在高温天气里， 大多数人都
会尽量缩短和减少户外活动， 但
仍有很多劳动者因为岗位的特殊
性， 不得不坚持在高温环境中工
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 劳动者的
身心健康和权益如何保障？ 我们
注意到， 不管是媒体报道还是职
能部门的监督检查， 有意无意强
调的 “高温保障”， 很多时候主
要在于高温津贴的发放 。 事实
上， 发放高温津贴并不意味着劳
动者的高温意愿就得到了保障，
高温津贴只是 《防暑降温措施暂

行办法》 中的一个要点， 是用工
单位对高温下工作的劳 动 者 的
一 种 经 济 补 偿 。 比 如 ， 落 实
高 温 下 休 息 权 比 高 温 津 贴 更
重要 。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
明确规定： 日最高气温达到40℃
以上， 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
业 ； 日最高气温达到37℃以上、
40℃以下时， 用人单位全天安排
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
得超过6小时……也就是说， 劳
动者高温条件下作业， 发放高温
津 贴 只 是 一 方 面 ， 而 更 具 强
制 性 的 基 础 权 利 是 ， 用 人 单
位 应 保 障 劳 动 者 的 休 息 权 ，
包 括 停 止 工 作 、 缩 短 工 作 时

间 ， 但 不 得 扣 除 或 降 低 劳 动
者的工资 。 因为高温天气下作
业， 不仅可能会损害室外露天作
业人员的健康， 而且极易引发安
全事故 。 与有限的高温津贴相
比， 劳动者的健康与生命权益，
才是更关键和重要的。

落实 “高温保障”， 不能止
于高温津贴。 有关职能部门加强
监督检查 ， 督促用人单位落实
“高温保障” 相关制度， 既要严
肃查处未按规定标准发放高温津
贴 的 行 为 ， 也 要 严 肃 查 处 是
否 遵 守工时 、 休息 、 休假规定
等情况。 劳动者发现用人单位侵
害自身权益， 也应积极申请劳动
仲裁。

近日有市民发现， 在北京动
物园长臂猿等灵长类动物展区，
不少游客用挂面投喂里面的动
物， 通过小小的透气孔， 与笼内
的动物 “互动”。 记者在北京动
物园探访时发现， 确有游客专门
携带挂面前去投喂动物， 动物园
管理员表示 ， 类似情况时有发
生， 他们见到时会及时制止， 但
是依旧有人不听劝阻悄悄投喂，
管理员表示， 随意投喂动物可能
会对动物造成伤害。 （7月16日
《北京青年报》）

市民游客为什么要特意选择
挂面来喂猴？ 因为细长的挂面更
容易通过关猴的笼子缝隙递到猴
子的面前， 而其他商品， 则没有
那么容易穿过笼子的缝隙 。 然

而 ， 部分游客这样的 “体贴 ”，
却遭遇了网友的质疑和吐槽， 也
给动物园的管理带来了困扰， 而
更加重要的是， 这些 “编外饲养
员” 的行为， 并不是带给猴子和
动物园其他动物的一种福利， 而
是一种伤害。

为了一己之欢而既给人添麻
烦， 还给动物带来伤害， 这种行
为实在是一种应该被革除的文明
陋习。 但令人遗憾的是， 这样的
文明陋习， 不单单是在北京的动
物园存在， 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
的动物园， 或者是有饲养动物的
公园、 场所都普遍存在。 尽管很
多动物园都为此做了防范措施，
比如在关动物的铁笼子外面加装
玻璃等等， 但是游客却又通过用

手抛扔的方式， 从笼子的顶部把
食物投喂给笼子里的动物。

类似“挂面喂猴”这样的文明
陋习，确实该好好反思，全面革除
了。游客的这种行为，当然不是帮
助动物园喂动物， 说到底就是为
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希望自己
的喂食行为，能够让动物动起来，

活跃起来， 进而增加带给自己的
观赏性、娱乐性，但是这种行为的
背后，却是对动物的一种伤害，甚
至会导致动物生病，死亡，同时也
大大增加了动物园方喂养和管理
的难度， 那么这种行为就是既不
文明，也不负责的，是很自私的。

□苑广阔

提笔忘字 、 书写能力弱
化 ， 常用汉字面孔模糊 ， 吃
不 准 的 字 词 就 想 着 求 助 手
机 ， 遇 到 高 难 度 字 词 更 是
望 文 兴叹……在充分享受互
联网时代各种快捷和便利的同
时， 中小学生汉字书写能力的
弱化， 成为日前在京参加 “翰
墨薪传·全国中小学书法教师
培训项目” 第四期国家级培训
的专家学者们无法回避的 “集
体焦虑”。 （7月16日 《中国教
育报》）

近年来 ， 随着计算机和
网络技术的普及， 大 众 对 汉
字书写的依赖度出现下降 ，
不规范使用汉字以及 “提笔
忘字” 的现象比比皆是， 社会
进 步 同 语 言 文 字 应 用 能 力
的 退 化 ， 已 经 形 成 了 极 大
反 差 。 此 前 据 媒 体 报 道 ，
大学毕业的 小蔡 ， 手 写 400
字 简 历 ， 居 然 出 现 24个 错
别 字 ， 被 招 聘 单 位 拒 之 门
外 。 试 想 ， 连 中 国 母 语 都
书 写 不 好 的 人 ， 其 还 能 做
些 什么 ？ 如此语境下 ， 中国
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提醒
“汉字书写危机 ” 不容忽视 ，
并非危言耸听。

鉴于此 ， 教育部 、 国家
语委曾先后六次向社会发布年
度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 报告
中 提 到 ， “ 学 生 的 汉 语 能
力 、 汉字书写能力在退化 ，
需要引起注意。”

社会越发展 ， 世界越进
步， 传统的民族文化越发显得
弥 足 珍 贵 。 语 言 文 字 ， 不
仅 仅 是一种文字形式 ， 而是
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 电脑时
代 ， 学 习 的 本 质 不 仅 是 获
取 知 识 ， 更 是 抛 弃 愚 昧 ，
让 人 变 得 有 教 养 ， 学 会 思
想 ， 学 会 创 新 。 而 汉 字 书
写 ， 可 以 拓 展 一 个 人 的 综
合 素 质 ， 弘 扬 一 个 民 族 的
文化底蕴 。 因此 ， 化解 “汉
字书写危机”， 应成为学校教
育的一种 “标配”。 从孩子开
始， 提倡书写汉字， 不仅是当
代人的责任， 更是世世代代中
国人永恒的责任 ， 不仅是对
中华民族负责 ， 更是对世界
负责， 对人类负责。

□张西流

7月13日， 有重庆市民报警
称， 洪峰正在过境的嘉陵江中有
人被困。 消防官兵驾冲锋舟沿江
寻找1小时发现7名 “落水者 ”，
但7人均拒绝救援。 他们自称是
专业游泳队员 ， 故意到此体验
“洪峰漂流 ”， 消防队员只得 在
洪水里护送 7人直到天黑 。 这
段 “洪 峰 漂 流 ” 拒 绝 救 援 的
视 频 传 到 网 上 后 引 发 对 漂 流
者 的 广 泛 谴 责 。 专 家 表 示 ，
在 洪 峰 过 境 期 间 ， 私 自 进 入
嘉陵江漂流 ， 本身就是对自己
不负责任。 （7月17日 《北京青
年报》）

面对洪水， 这7名游泳协会
出身的所谓专业游泳队员， 却视
为 “难得” 机会， 竟抱团体验起
“洪峰漂流”。 尽管这7名队员都
装备了专业救生衣， 且每人身上
还绑了不止一个漂浮球。 但毕竟
洪水无情， 它能应对得了小的险
情， 断然抵挡不住被旋涡吞噬，
被暗流扫荡， 被庞然漂浮物撞击
的风险。 由此可见， 体验 “洪峰
漂流”， 就是在这些不可预测的
险情上跳舞。

需要指出的是， 这7名队员
不珍爱自己的生命也就罢了， 他
们这样做还分明给公共救援添

乱 。 众所周知 ， 一旦有洪峰过
境， 当地政府都会严阵以待， 不
仅会安排防灾救灾， 更会把发现
和施救落水者作为一项重要任
务 。 “洪峰漂流 ” 者前来凑热
闹， 就等于在制造险情。 他们此
举无疑会扰乱救援秩序， 分散救
援精力 ， 以致造成公共资源浪
费。 对于他们的这一行为， 不是
谴 责 一 下 就 可 了 事 的 ， 还 必
须 通 过诸如游泳协会等渠道去
追责、 去处罚。 唯有让他们为此
付出应有代价， 才能促其成熟和
长记性。

□王恩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