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临近年末， 记者发现尽管价格不菲， 不少月嫂公
司的月嫂已预订至来年。 月嫂需求大爆发的背后， 一
方面是二胎政策放开后新生儿增多， 消费者对专业母
婴护理需求日益旺盛； 另一方面， 月嫂行业门槛低，
人员流动性强， 时值年末部分月嫂返乡， 导致月嫂供
给短缺、 供需不平衡的问题突出 。 （11月24日新华
社） □朱慧卿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供需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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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防风避险巡查是保障安全的必要环节

■世象漫说

农民工工作餐不是“小事儿”一桩

车祸猛于虎
酒驾是杀手

□张刃

■每日观点

“电商产品保修难”
不利行业发展

愿更多人掌握急救技能

李忠卿： 11月22日下午， 永
州市公交公司BRT301线发生惊
险一幕， 一醉酒男子因驾驶员拒
绝其无理要求， 竟不顾全车人生
命安全， 抢夺方向盘， 所幸驾驶
员处置得当， 没有引发安全事故。
事发后5分钟， 公安民警赶到现场，
将醉酒乘客沈某控制。 目前 ， 该
男子已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10
日。 公共安全无小事， 抢夺公交
司机方向盘， 属于重大的安全隐
患， 必须予以最严厉的惩处。

抢夺公交方向盘
必须严厉惩处

徐建言： 针对冬季酒驾醉驾
交通违法和事故多发情况， 公安
部交通管理局 11月 14日下发通
知， 部署各地公安交管部门严整
严治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 行
动以来， 各地加大警力投入， 严
格路检路查， 零容忍、 全覆盖、 严
执法， 10天全国查处酒驾约2.5万
起 ， 其中醉驾5000多起 。 车祸猛
于虎 ， 酒驾是杀手 。 要防事故 、
保安全， 就要严禁酒驾醉驾， 这
应当是整个社会的清醒共识。

11月22日中午， 济南市中心
医院护士孙静在北京一家餐厅吃
饭时， 突然发现前方一位中年男
子情况有点不对劲， 有十年护理
经验的孙静马上感觉事情不妙，
她放下餐具起身冲上前去， 立马
跪在地上开始心肺复苏和人工呼
吸并且保持男子的气道通畅， 好
在 ， 对方最后恢复了脉搏和心
跳， 被120救护车接走送院救治。
（11月24日 《齐鲁晚报》）

近些年来， 因突发疾病、 意
外事件得不到及时救助而导致的
悲剧时有发生。 究其原因， 很多
人都认为救人是医生的事情， 自
己所能做的就是及时向急救中心

求救。 但众所周知， 黄金抢救时
间是意外发生后的4分钟内。 因此
一旦发生意外， 第一目击者是否有
急救常识、 急救能力 ， 对患者能
否有更多的生还机会至关重要。

学习和掌握急救知识， 既关
系他救， 也事关自救。 而现在的
问题在于， 因为意识缺乏， 理念
滞后 ， 以及缺乏法律和制度保
障， 真正能够主动接受急救知识
和技能培训的群众很少， 导致在
面临突发状况时， 很多人茫然不知
所措。 就此而言， 发生意外刚好遇
上医务人员而被救治， 当然是幸运
的。 不过， 这种幸运不会总是发
生， 这显然需要更多普通公民掌

握正确的急救技能， 如果我们人
人都是 “急救员”， 那必将有无
数本不该逝去的生命被挽救。

相关部门须进一步加大应急
救护知识的宣传力度， 建立健全
法律法规支撑体系， 加大投入并
完善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培训体

系， 让每个成年居民掌握基本的
应急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同时， 社
会相关组织机构也可以和学校合
作， 在大、 中学校园开设 “现场
急救课”， 让急救知识得到真正
的普及。

□祝建波

23日，《北京市气象灾害防御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由市十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表决
通过， 作为北京首部针对气象灾
害防御领域的立法，《条例》 对气
象灾害的预防、预警、应急、隐患
治理等进行了全面的规定， 将于
2019年1月1日施行。其中规定，建
筑物、构筑物、户外广告牌、玻璃
幕墙、 树木的所有权人或者管理
人，应当定期开展防风避险巡查 ,
设置必要的警示标识， 釆取措施
及时消除搁置物、悬挂物脱落、坠
落和树木折断等安全隐患， 避免

和减轻大风灾害造成的危害。（11
月24日《新京报》）

自然灾害在一定程度上不可
避免， 我们最该做的是消除安全
隐患，减少损失，特别是要保障生
命安全，而通过立法，落实避险巡
查制度， 这是保障老百姓生命安
全的必要环节，值得肯定。

防止户外广告牌等公共设施
“害人”， 这一方面需要在设计上
注重安全。 另一方面则需要实施
避险巡查制度，特别是在“气象灾
害”来临之前，这是保障生命安全
的必要环节，不能缺失。当然，有

没有实施避险巡查制度， 可能也
很难及时发现， 但如果一旦发生
安全事故，则需要倒查，对相关责
任人进行问责。不能“气象灾害”
中的事故全部归结于 “自然灾
害”，因此而掩蔽了“人祸”。

安全事故无小事， 在每一起
安全事故的背后， 都潜藏着安全
隐患。 公共设施安全管理体现在
每一个细节，很多时候，就是一个
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 往往就决
定着一个人的生死。 落实避险巡
查，保障生命安全。公共设施要吸
取血的教训。 □王军荣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 电商
带给消费者便利的同时 ， 一
些产品因为销售渠道不同 、
商 家 售 后 保 障 不 规 范 ， 无
法 进 行 正 常 的 售 后 维 修 。
甚 至 有 部 分 生 活 用 品 、 家
用 电 器 等 产 品 ， 售 前 承 诺
的全国联保 ， 需要维修时 ，
却 困 难 重重 ， 成了 “无处可
保”。 （11月24日央视）

正常情况下， 售后服务已
经成为影响消费者意愿和兴趣
的一项重要指标， 售后服务有
保障 ， 且方便 、 快捷 、 质量
好， 消费者就会毫不犹豫地掏
钱消费 ， 或者下单购买 ， 反
之， 则消费者会犹豫不决， 甚
至最终放弃。

电商兴起之后， 消费者对
售后服务更加关注， 因为网购
消费的空间距离比较远， 如果
在消费者生活的城市没有售后
服务， 消费者断然不敢随性消
费。 所以， 消费者网购会仔细
查看商家的售后服务承诺， 然
后谨慎下单。

然而， 并非每家电商都能
诚信经营 ， 不少消费者被忽
悠 ， 售前承诺 “全国联保 ”，
令人倍感欣喜， 可是当产品出
现问题， 需要维修时， 却四处
碰壁 ， 变成了 “无处可保 ”，
令消费者倍感失望。

这不只是令消费者上当一
回， 也挫伤了消费者的网购信
心 ， 包括对产品质量 、 商 品
价 格 优 惠 、 售 后 服 务 等 都
产 生 怀 疑 ， 从 此 不 敢 轻 易
网 购 此 类 产 品 ， 甚 至 会 把
商 家列入 “心中的黑名单 ”，
从此用脚投票， 远离此款产品
或该电商。

电商产品保修难， 对整个
行业产生消极影响， 抹黑电商
形象， 损害行业信誉， 不利于
电商行业的发展。 因此， 电商
行业要自律， 联合起来为行业
立 规 ， 集 体 抵 制 不 诚 信 的
经 营 行为 ， 保护消费者的信
心， 呵护行业形象， 提升行业
竞争力。

□犁一平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指
的是人的基本生理需求。饭都
吃不好、吃不饱 ，直接影响人
的健康与生存， 遑论其他？无
论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对于
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人
群来说 ，吃饭仍然是 “天大的
事儿”。

话题由网络上一组纪实照
片———“镜头下工地民工的午饭”
而来。 照片中， 建筑工人们蹲在
工地的一角， 粗糙皲裂的双手捧
着简单的饭菜， 匆忙填充着付出
繁重体力劳动之后空乏了 的 肠
胃……此情此景 ， 读者作何感
想 ？ 如 果 遇 到 风 雨 天 气 ， 他
们 该 如 何 进 餐 ？ 而 且 ， 对 这

样的场景 ， 又有多少人司空见
惯， 熟视无睹？

工作餐是许多用人单位为职
工提供的一种福利， 即使没有工
作餐， 职工劳动间隙也要吃饭，
说起来不过 “小事儿” 一桩， 值
得评论一番吗？ 那要看怎么认识
这个问题。 农民工工作餐的场景
只是问题的表象 ， 如果深入探
究， 他们的餐食营养成分怎样？
卫生有无保障？ 为什么没有个遮
风避雨的食堂？ 是用工单位条件
所限还是舍不得成本？ 抑或农民
工自己就不在意？ 甚至说更多的
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 “也算个
事儿”？ 这些问题细究起来， 都
远非吃饭那么简单， 显然不能算
是 “小事儿” 一桩。

俗话说 “民以食为天 ”， 指
的是人的基本生理需求。 饭都吃

不好、 吃不饱， 直接影响人的健
康与生存， 遑论其他？ 无论社会
发展到什么阶段， 对于没有彻底
解决这个问题的人群来说， 吃饭
仍然是 “天大的事儿”。 这里讨
论的工作餐， 确切地说， 主要是
指那些户外劳动者， 特别是农民
工的午饭问题。

如果说， 农民工进城打工初
期， 很少有人关注他们的命运，
那么，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今天 ， 从中央到地方 ， 从政
府、 工会到用工单位， 对于农民
工问题都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
视， 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为农民
工 排 忧 解 难 ， 如 确 定 劳 动 关
系 、 保护安全生产 、 确保工资
按时支付、 调解劳动争议等 “硬
件” 方面， 做了大量的工作， 维
护了农民工的权益。 但同时也应

该承认 ， 对于农民工的 “软需
求 ”， 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 ，
譬如工作餐这样的 “小事儿 ”，
很少作为重要话题， 列入议事日
程。 问题边缘化的结果， 如那组
照片， 成为农民工生活依然有艰
辛的写照。

户外劳动的农民工， 在岗时
间长， 体力消耗大， 辛苦劳作之
后能不能吃饱， 吃好， 不仅事关
他们的身体健康， 而且是劳动保
障的一部分， 并与他们的劳动成
果相关联。 从这个意义上说， 工
作餐就是一件大事。 解决了 “食
为天” 的后顾之忧， 劳动者才能
有更好的工作状态 、 更 高 的 劳
动 效 率 。 即 使 是 农 民 工 本 身
出 于 节 俭 习 惯 或 消 费 观 念 而
“舍不得 ” 吃好 ， 为了他们的
健康 ， 为了提高他们的生活品

质， 我们也应该帮助他们转变观
念， 改变习惯。

近年来， 对于农民工生活中
的一些 “小事儿”， 工会已经开
始重视并且积极行动， 如为户外
劳动的农民工提供纳凉 （取暖）、
休息的 “爱心驿站”， 让农民工
切实感到了来自 “娘家” 的温暖
和归属感， 多少消弭一些他们身
在异乡的疏离感。

目前， 各级工会正在全力以
赴抓新业态 “八大群体” 入会、
建会工作， 而这些职工绝大部分
是农民工， 并且大多从事户外劳
动， 工作餐也是他们面临的一个
现实问题， 如果工会能够从关注
和解决他们的这个问题入手， 更
容易贴近他们的需求， 解决他们
的实际问题， 进而吸引他们加入
工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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