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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老楼加装电梯千万别忽视了安全

■世象漫说

让职工不再随便“战高温”彰显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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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机构
不能成“失管地带”

不再随便“战高温”，并不
否定酷暑中必须坚持的生产
和工作 ， 不否定讲求工作效
率 、经济效益 ，而是呼吁企业
领导者，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
坚持以人为本，切实把职工的
冷暖、需求放在心上。

□张刃

■每日观点

“养犬计分制”
背后的公德问题

寻求“暑期大学游”与校园秩序的平衡

共享体育设施资源
还有潜力可挖

今年各地普遍持续高温， 人
们对坚持一线生产的劳动者也格
外关注， 各种防暑降温措施纷纷
出台。 日前， 工人日报报道了这
样一幕：

连续10多天的高温炙烤着重
庆能源集团韦家沟煤矿矿区。下
午2时正是最热的时段，往日里繁
忙的地面作业区却不见一个人

影，设备也都停止了运转。由于煤
矿生产、运输“一条龙”作业，地面
工作停了，井下采掘也“歇”了。采
煤工人下午睡觉，晚上上班……

这一幕源于该矿出台的一项
通知： 各单位合理安排高温期间
的劳动力投放， 适当调整露天作
业人员的作息时间和劳动强度，
严格限制加班加点 。 在高温时
段， 凡是阳光能照射到人体的工
作场所一律停止作业， 确保职工
不再 “战高温”。

“战高温”这个词，人们耳熟
能详———针对夏季酷暑或多或少
影响生产，为了鼓舞职工士气，提
高工作效率， 许多企业会组织开
展“战高温，斗酷暑”劳动竞赛，并
且作为调动职工积极性， 确保经
济效益增长的“经验”大力宣传。

如今被“叫停”，令人耳目一新。
为什么叫停 “战高温 ”？ 韦

家沟煤矿负责人说： “夏季开展
劳动竞赛， 追求更高效益， 没有
把保护职工身体健康考虑进去，
产量上去了 ， 有的职工却病倒
了。 让职工不再 ‘战高温’， 就
是要把以人为本的理念制度化。”

从理论上讲， 以人为本， 是
指把人的生存、 发展作为根本目
的和最高价值取向，强调尊重人、
理解人、关心人，不断满足人的全
面需求，促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从实践中看， 在企业管理中坚持
以人为本， 体现为组织设计以人
为中心、以鼓励员工为主、重视职
工的多种需要、 注重培养员工技
能素质，等等。 对照一下：酷暑难
捱时节，组织“战高温”劳动竞赛

目的与价值取向是人还是物？ 保
证生产与保护职工哪个更重要？
防暑降温是不是职工急需？ ……
这个问题， 实际上涉及坚持以人
为本的另一个重要含义， 即坚持
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 从根
本上说， 是为人类创造良好的生
存条件和发展环境。 但在过去相
当长的时期内， 以征服自然为目
的， 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动力的
传统发展模式， 使我们在许多时
候 、 许多问题上违背了自然规
律。 譬如盲目相信 “人定胜天”，
结果却被一次次的事实证明， 人
类非但胜不了 “天”， 而且往往
被惩罚。 正如恩格斯所说： “我
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
的胜利 。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

利， 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如
果 “战高温” 带来职工病倒的后
果， 又何尝不是对其背离以人为
本的一种警告？ 遗憾的是， 某些
企业领导者并没有认识到这一
点， 至今仍在 “交学费”。

不再随便提 “战高温 ”， 并
不否定酷暑中必须坚持的生产和
工作， 不否定讲求工作效率、 经
济效益， 而是呼吁企业领导者，
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坚持以人为
本， 切实把职工的冷暖、 需求放
在心上； 如果不是必须， 就不要
让职工在非正常条件下劳动， 即
使必须， 也应该从实际出发， 合
理安排生产， 尽可能为职工创造
愉快劳动 ， 身心健康的工作条
件， 最终受益的不仅是职工， 当
然也包括企业。

暑假来临， 一切教学活动结
束，高校学生陆续放假回家，老师
和学校的工作人员也结束了一个
学年的工作， 大学校园本该是一
片喧闹后的安静景象。 然而事实
并不是这样，暑假里，各种会议活
动在学校的场地中展开， 各色旅
游团来到知名高校观光， 中小学
生跟着父母或者跟着研学团队在
高校中体验大学生活……（8月13
日《中国青年报》）

近些年来，每到寒暑假，就会
有一些旅行社、 教育培训机构根
据市场的需求， 推出 “大学深度
游”项目，组织孩子、家长到一些
国内著名大学进行参观， 有的还

会请大学的一些志愿者或相关人
员， 向孩子和家长讲授大学的历
史、学校的情况等等，而北大、清
华等著名高校，向来都是“大学深
度游”的热门目的地。

然而大学深度游有利也有
弊，随着市场的火爆，每天进入大
学的参观旅游团络绎不绝， 给大
学正常的管理秩序和环境都带来
诸多影响，寒暑假期间尤甚。尽管
国内很多大学都有成为景区景点
的“潜质”，但大学的主要功能还
是教书育人，而不是以风景悦人，
所以校园也不会按照景区的要求
去建设发展，去配备服务设施，那
么随着游客越来越多， 势必就与

大学的定位之间产生了矛盾。
为此，如北大、清华等在内的

高校，也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比
如每天限制入校游客人数等等。
大学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
如此一来， 也确实让一些孩子和

家长乘兴而来， 失望而归。 所以
说，目前最需要做的，就是在两者
之间形成一种平衡， 既满足有需
要的孩子和家长的大学游需求，
同时又尽量减少对大学教学、科
研、管理的影响。 □苑广阔

9月1日起， 黑龙江省 《关于
开展既有住宅楼加装电梯工作的
指导意见》 （简称 《指导意见》）
就将正式实施。 该意见对全省居
民既有住宅楼加装电梯的承办主
体、 签订协议、 组织实施、 适用
范围、 资金筹措等七个方面做出
了明确规定。 在资金筹集方面 ，
该 意 见 明 确 规 定 了 加 装 电 梯
及 使 用 维 护 费 用 由 申 请 主 体
按协议确定的比例共同承担 ，
并 可 申 请 使 用 房 屋 所 有 权 人
及 其 配 偶 名 下 的 住 房 公 积 金
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和当地政

府规定的其他资金。 （8月13日
中新网）

一边是老旧小区居民对电梯
装置的巨大需求和呼声， 另一边
却是政策法规、 经费来源、 安全
保障和权利义务等各种现实困
境。 可以说， 老旧小区电梯缺失
问题及各种矛盾亟待破题 。 现
在 ， 黑龙江省出台的 《指导意
见》 似乎让人们看到了解决这一
难题的政策曙光。

首先， 它第一次从政策层面
明确了 “老楼装新梯” 的合法地
位。 其次， 它从 “承办主体、 签

订协议、 组织实施等七个方面对
“老楼装新梯” 的关键事项作出
了具体规定。 既让这件事开始规
范起来， 也增加了可操作性， 为
其提供了正确的指引。 再则， 它
对于 “老楼装新梯” 中最重要、
最关键的资金保障问题提出了期
待已久的解决方案。

然而 ， 《指导意见 》 促进
“老楼装新梯”， 推动解决民生难
题是好， 不过在推进这一惠民工
程过程中， 必须注意应始终将安
全放在第一位。

□徐建辉

朋友圈还没发完,一辆大货车已经呼啸擦身而过；
扭头点了下手机屏幕， 所驾汽车早已撞上横穿马路
的行人； 还没从热闹的微信群里出来， 身边的小孩
子已经不见踪影……因为沉迷于低头观看手机， 给
自身甚至他人带来的人身和财产损失， 尤其是血淋
淋的生命惨剧， 成为互联网时代一个黑色印记。 （8
月13日 《法制日报》） □朱慧卿

沈峰： 下学期开始， 厦门市
五中、 双十中学初中部、 云顶学
校、 演武二小等14所学校将向附
近居民开放体育场地设施， 供附
近居民进校锻炼健身。 共享体育
设施资源不能只盯着学校， 其他
方面还有更多挖掘的潜力。 一方
面， 要加快免费开放公共体育场
馆的步伐。 另一方面， 政府应鼓
励各地的机关企事业单位、 社会
组织的体育健身场所、 设施向公
众免费开放。

李雪： 从调监控发现老师对
学生 “打脸”， 到家长发现厨房
内存放过期食品， 再到官方回应
该机构 “无证经营”，安徽合肥一
培训机构接连被发现存在多方面
问题。这家培训机构为何“无证经
营”一年多未被监管部门发现？让
非法培训机构无立足之地， 唯有
强化监管。 让这些不法经营者得
到法律制裁。 而人人充当好监督
员的作用， 也就可以避免这些培
训机构处于 “失管地带”。

这些天 ， 济南公安推行
“养犬计分制”， 成了各路媒体
报道与评论的热点之一。其实，
济南公安此举自去年1月就正
式实行了， 这个时候报道实施
效果， 恐怕与此前爆出的狂犬
病疫苗造假、 毒狗药异烟肼争
论等不无关联。 可见人们对于
城市养犬问题的关注、 对养犬
缺乏规则以致成患的焦虑。

城市养犬不是什么新鲜事
儿， 但随着养犬数量在人口密
集社区的大幅增加 ， 犬吠扰
民、 影响环境、 直至伤人、 疫
病等问题日渐突出， 由此引发
的人际冲突和养犬文明争论日
益明显， 才成为一个不容忽视
的社会问题。

济南推行 “养犬计分制”，
类似机动车驾照管理， 设置了
累积扣分办法，遛狗不拴绳、犬
吠扰民、未办养犬证、未按时年
审……都要扣分， 满12分则暂
扣养犬证，需要参加学习，考试
合格后才能重新获得养犬 “资
格”。 办法实行以来， 已处罚
1430名犬主，其中122人被扣满
12分，参加了学习与考试。与此
同时， 市民对养犬问题的不满
意度和投诉数都大幅下降。

解决城市养犬管理问题 ，
既考验政府的执政能力与智
慧， 也考验其决心与执行力。
严管并见效的关键在严格执
法， 这同时意味着执法资源的
投入， 实际上是纳税人在 “买
单”。 能不能减少这项开支呢？
在为 “养犬计分制” 叫好的同
时， 是不是也该想想养犬者的
公德问题？

任何带有强制性的行政 、
司法措施 ， 都是针对缺乏自
觉、 自律行为的。 击穿强制性
规定的社会底线， 就是破坏社
会的基本秩序 ， 所以必须惩
戒 。 遵守社会公德是较高标
准， 是社会和谐、 有序的基本
条件。 因此， 养犬者应该具备
社会公德意识 ， 自觉管好犬
只。 若等到触犯规定， 受到惩
戒才幡然悔悟， 个人麻烦、 损
失事小 ， 社会失序 、 负担事
大。 □一刀 （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