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话直说

10月12日晚， 和朋友聚餐后， 醉醺醺的杨先生被
朋友送上了网约车。 朋友连先生用自己的手机帮杨先
生打了一个滴滴网约车。 原本20分钟以内的路途， 杨
先生花了一个小时才到家： 滴滴师傅 “环游” 四分之
三段三环路才抵达， 从南边到西边再到北边。 最初估
算费用在30元以内， 最终费用显示为110.61元。 （10
月14日 《成都商报》） □赵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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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遛蛇练胆”不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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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认定“绿色通道”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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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酱油
别只靠消费者防范

不幸遭遇工伤后， 希望能
尽快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这是
每一个劳动者的心声， 也是法
律确保劳动者合法权益尽快
实现的应有之义。 工伤认定要
释放人本情怀、与时俱进，万万
不可生搬硬套相关规定； 别再
让“工伤认定难”损害劳动者权
益了！

□祝建波

■每日观点

官员发言
“撞车”的背后

重阳节：比礼物更重要的是陪伴

刘剑飞： 近日， 有读者给媒
体曝料， 杭州滨江江边粉黛已经
被踩完了， 太可惜了！！ 据该名
网友称， 杭州滨江江边公园里，
种着一大片 “粉黛”， 因为这种
草最近频繁出现在抖音里， 人气
很旺， 所以这里也成了 “网红打
卡地”， 很多人都赶来拍照。 原
本是赏心悦目的花海， 现在却变
得一片狼藉， 花海变成花饼， 不
仅给所有者的利益造成巨大侵
害， 也让文明素养掉落一地， 让
道德蒙羞， 文明蒙尘。

花海被踩
让文明蒙羞

遛猫遛狗见多了， 遛蛇见过
吗？ 这事还真有。 最近广东东莞
一位市民散步时 “遇到” 一条水
律蛇， 他顺手带走并给两位女儿
把玩， 名曰遛蛇练胆， 并拍下视
频分享到小区业主群。 这下可不
得了， 业主群炸开了锅， 大家持
一边倒的反对声 。 （10月15日
《科技日报》）

“遛蛇练胆 ” 不值得提倡 。
让孩子更有胆识， 应该属于青少
年性格养成等方面的教育范畴 ，
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与专业性， 因
此不能自行其事， 更不能仅仅看

到表面上的一些好处， 就忽视可
能存在的坏处， 或者只看到自己
的好处， 却无视对他人构成的不
良影响。

其实不仅性格养成等方面如
此， 在青少年教育的方方面面都
是如此， 在现实当中， 不少家长
都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来教育孩
子 ， 这种在自己看来管用的 方
式 ， 未 必 符 合 教 育 规 律 ， 甚
至未必符合公序良俗和法律的相
关要求。

教育的确应该鼓励创新， 但
创新也要有前提条件， 要受到一

些基本原则的约束， 要考虑实际
效果， 包括正反两方面的效果，
还要考虑对周围的人和对孩子的
长远影响。 因此， 在没有把握的
情况下， 家长理应克制住自己创
造另类教育方式的冲动， 优先选
择一些可靠的方式， 比如在练习
胆量方面， 医学和教育学其实都
有不少成熟的办法可供选用。

近年来 ， 类似的奇 特 教 育
已出现过不少 ， 但这样的教育
不仅难以如愿实现正面目标， 有
时反而会让孩子和周围人成为牺
牲品。 □罗志华

杨李喆：近日， 江苏省消保
委做了酱油产品比较试验， 从南
京、 徐州、 扬州、 苏州4个城市
选购了120个样品， 其中30个进
口酱油， 90个国产酱油。 结果，
29个存在不符合国家相应标准的
情况， 主要集中在标签标识、 营
养成分标注和品质指标方面。 问
题酱油不能只靠消费者防范。 生
产者、 经营者、 宣传者、 监管部
门均须履行好法定责任， 才能确
保酱油是真酱油， 才不会让酱油
出问题。

随着重阳节临近， 老字号小
吃店、 食品店里的节令糕点全面
热销。 护国寺小吃现制现售寿桃
和9.9米长的寿面 、 重阳糕 ， 北
京稻香村的重阳花糕等都特别受
消费者欢迎。 记者了解到， 京城
老字号围绕 “高寿 、 健康 、 陪
伴” 等主题推出各式活动， 一些
老字号主打绵软的 “适口儿菜”
重阳寿宴预订火爆。 （10月15日
《北京青年报》）

重阳节又被称为 “老人节”，
意在倡导孝徳理念， 弘扬传统美
德。 因此每年重阳节前后， 为人子
女者都会考虑给父母买什么礼物，
如何表达自己的孝心 。 正因为如
此， 所以一些老字号小吃店、 食
品店里的传统食品 ， 都倍受青

睐， 而一些饭店酒楼， 也会针对
老年人的饮食习惯、 流行的养生
理念等等推出专门的重阳寿宴。

不管是给老人买礼物， 还是
预订寿宴， 一家人陪老人好好过
一个重阳节， 都是值得肯定的，
至少说明子女心里装着老人， 说
明子女愿意承担照顾与呵护老人
的责任 。 但正如一些网友所说，
子女在重阳节给父母准备礼物、 筹
备寿宴当然很好 ， 但 更 加 重 要
的 是 能 够 对 子 女 起 到 一 个 提
醒的作用， 那就是不要忘记了陪
伴自己的父母， 比礼物更加重要
的是陪伴， 或者说最好的礼物就
是陪伴。

正如一些网友所说的那样 ，
重阳节不仅仅只是一个节日， 它

的存在更是对现代人， 尤其是年
轻人的一个提醒， 那就是不管工
作、 事业有多忙， 都不要忘记了
家里的父母， 不要忘记了经常给

他们打个电话， 聊聊家常； 有空
不要忘记了 “常回家看看”， 抚
慰与纾解父母的相思之苦。

□苑广阔

为确保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
受侵害， 嘉峪关市日前开通农
民工工伤认定 “绿色通道”。
“绿色通道” 严格实行24小时事

故快报制度， 确保农民工受伤后
及时还原真相 。 另外 ， “绿 色
通 道 ” 还 规 定 ， 在 工 伤 认 定
过 程 中 ， 办 案 人 员 须 做 到
“程序最简 、 时间最短 、 效率
最高 、 服务最好 ” ， 对事实清
楚 、 证据确凿的 ， 在15日内依
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 （10月15
日 《甘肃日报》）

众所周知， 工伤保险法律的
出现， 其初衷就是为了保护职业
活动中劳动者的利益， 在劳动者
遭受到意外伤害和罹患职业病时
能够及时快速地获得医疗救治和
经济补偿， 避免劳动者因为各种
职业伤害陷入经济困难， 对广大

劳动者来说 ， 这是一种细致关
怀。 不幸遭遇工伤后， 希望能尽
快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这是每一
个劳动者的心声， 也是法律确保
劳动者合法权益尽快实现的应有
之义。

然而 ， 也不得不说 ， 近年
来， 少数用人单位为追求利益最
大化， 总是忽视甚至伤害劳动者
的合法权益， 致使工伤后出现的
“扯皮” 和纠纷屡有发生。 就连
一些地方的职能部门也围绕 “工
伤48小时”、 “工作场所” 等死
抠字眼， 甚至还有行政复议成功
仍不予认定的案例， 让不少劳动
者很 “受伤”。

笔者认为， 对少数拒不履行
工伤责任的单位， 相关部门要制
定罚则， 要让他们付出相应的代
价。 这种代价也许是经济处罚，
或者是让他们进入黑名单， 在贷
款、 享受政府优惠政策方面， 受
到相应的限制。

同时， 劳动保障部门及社会
保障机制， 应及时撑起一把庇护
弱势群体的保护伞 ， 维护好 劳
动 者 的 合 法 权 益 。 而 嘉 峪 关
市通过开辟农民工工伤认定 “绿
色通道 ”， 在工伤认定过程中 ，
办案人员做到 “程序最简、 时间
最短 、 效率最高 、 服务最好 ”，
让前来申报工伤认定的农民工省

心和放心， 显然值得各地借鉴和
推广。

当然， 如果是现行法律规定
给工伤劳动者制造了障碍、 带来
了不便， 就应及时通过法律制度
的修正来改变这一现状 ， 这 也
是 工 伤 保 险 制 度 在 实 施 过 程
中不断发展完善的现实需要 。
而在对法律正式修改之前， 各级
法院在判决上也应该回到立法的
初衷， 依据具体情况及时做出公
正裁决。

总之， 工伤认定要释放人本
情怀、 与时俱进， 万万不可生搬
硬套相关规定； 别再让 “工伤认
定难” 损害劳动者权益了！

江西省纪委监委网站消
息， 在广昌县委巡察组进 驻
县 党 史 办 和 县 房 管 局 巡 察
动 员 会 上 ， 两 单 位 的 书 记
表 态 发言几乎一模一样 ， 除
了单位名称， 内容都是从网上
抄来的， 网友调侃 “英雄所搜
略同”。

发言 “撞车” 可能是个小
概率 “事件”， 但材料照抄肯
定非 “独家新闻”。 江西省纪
委监委网站在同一消息中提
到， 资溪县3名科级干部的发
言材料也出现了大段雷同。 这
就证明， 材料造假已经是个普
遍现象。

有人说 ， 现在会议太多 、
上级要的材料太多， 基层苦于
应对 ， 只能 “萝卜快了不洗
泥”， 索性抄点现成的应付差
事。 老实说， 这话道出了一定
实情， 但仍难免造假者推脱责
任之嫌 。 会议 、 材料再 多 ，
说 几 句 自 己 的 话 ， 写 几 页
联 系 实 际 的 文 字 总 是 应 该
的 。 况 且 ， 巡 察 工 作 找 的
就是问题 ， 要的就是整改 ，
表态 都 是敷衍塞责 ， 岂不是
自撞 “枪口”？

不过 ， 有人据此推论说 ，
正是由于下级应付差 事 ， 才
把 很 多 会 开 成 了 只 剩 下 形
式 的 会 ； 正 是 那 些 的 空 洞
公文 ， 才造成了形式主义的
“文山 ” ……这话难以服众 。
“板子” 只打基层， 至少失之
于偏颇。

对于工作中的形式主义 ，
不仅基层颇有微词， 舆论也没
少批评 ， 为什么始终未见绝
迹？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某些
上级没有做出表率， 甚或 “喜
欢” 某种形式。 譬如表态， 许
多官话、 套话是不能不说的，
有些词句甚至是有 “标准 ”
的， “不可擅动”， 基层只能
照搬照抄。 这似乎也成了一条
官场 “潜规则”。

根除形式主义， 要从领导
做起。 犹记得早年一条新闻：
某上级领导对汇报的官员说，
不必念稿子说官话， 直接说问
题， 谈意见。 如果上上下下都
能够如此， 形式主义没有了市
场 ， 也就不会再现发言 “撞
车” 的奇闻了。

□一刀 （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