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铝矿业劳动模范、 生产指
挥保障中心能源管理专员张先志
善于献 “金点子 ” 、 找 “好点
子”、 施 “巧点子”， 节能降耗，
绿色生产， 他把一个个 “点子”
变成推动企业发展的真金白银，
让效益看得见摸得着。 截至去年
11月底， 中铝矿业蒸汽管损损失
量同比下降343.8吨/日， 生产水
损失量 同 比 下 降 1217.5吨/日 ，
两项合计年节能增效1600万元，
交出了一张亮眼的成绩单。 （5
月21日 《河南工人日报》）

一线职工直接工作于生产和
技术的各个环节上， 他们对生产
过程的情况最熟悉， 也最有发言
权。常言道，细节决定成败。在生
产管理上，有些细小的浪费等，看

着似乎都是小事， 但长年累月下
来一算账， 常常就会把人吓一大
跳 。所以 ， 许多时候一个好的
“点子”， 就能为企业创造不小的
财富、 或能排除生产管理中的隐
患、 或对激发职工工作热情带来
积极的影响……作用真的不小。

说到”点子“，一些职工总认
为这是高不可攀的事情。究其因，
笔者以为， 问题还在于有的企业
领导高高在上，总是“一言堂”，由
于企业中缺少了民主、 缺少了畅
所欲言的”群言堂“，职工也就缺
少了主人翁的意识，结果，造成了
职工有了“点子”，也不敢说不想
说或没有地方说， 影响了企业的
发展。其实，“点子”不一定要“高
大上”， 有时职工一个好的想法、

一个好的建议， 就能为企业带来
财富。看来，如何营造群策群力的
良好氛围， 充分调动职工的主动
性和创造性， 让他们的聪明才智

不断展现出来， 善献 “金点子”、
“好点子”和“巧点子”，是企业值
得做好的一篇文章。

□费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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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触网”老人需要一张安全防护网

垃圾分类应从“减量”做起

让高空坠物不再成为
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今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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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图评

营造职工献“金点子”的好环境
■有话直说

职业病危害
不可小觑

防疫期间， 许多中老年人开
始在线消费购物 。 根据Quest鄄
Mobile发布的 《2020中国移动互
联网春季大报告》， 今年春季中
国移动互联网月活跃用户相比去
年增加1571万， 其中61%来自41
岁以上， 尤其是46岁以上的中老
年群体。 生活经验丰富的中老年
用户掀起新一轮在线购物热， 正
推动电商平台持续转型升级 。
（5月20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 “触
网 ” ， 而且有些还是深度 “触
网”， 这当然是一件好事。 老年
人群体通过网络购物、 娱乐、 付
费学习等等， 一方面可以让自己

的晚年生活过得更加多姿多彩、
愉悦充实， 远离孤独与寂寞； 另
一方面， 也避免了在 网 络 和 智
能 手 机 时 代 ， 因 为 不 懂 得 网
络和智能手机而造成生活上的
各种不便， 也就是避免了被时代
所抛弃。

然而， 当一些老年人沉浸在
网络世界乐不思蜀， 同时各路网
络商家也针对不断攀升的老年消
费者群体而纷纷推出专门的产品
和服务， 开拓 “夕阳红市场” 的
时候， 有一个问题却被我们有意
无意地忽视了。 正如有网友形象
地说道， 平时遭受网络电信诈骗
的， 主要是老年人群体， 而当这

些老年人成了网民， 那么遭遇到
网络诈骗的概率必然会更高， 因
为现在网络上这样的骗局更多。

所以我们说， 老人 “触网”
是好事， 但是 “触网” 的老人还
需要一张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不
受到侵害的安全防护网。 这张安
全防护网， 应该由政府对网络生
态的积极维护和建设， 对网络上
各种违法违规行为的严厉打击和
遏制来形成， 也应该由各种网络
平台， 网络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
来赋予， 同时还离不开社区、 老
年大学等等加强对老年人群体
“触网” 的安全教育。

□苑广阔

吴学安 ： 近日 ， 广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发布了涉高空抛物、 坠
物十大典型案例。 案例涵盖刑事、
民事、 行政三大类型， 集中反映
了各级法院充分发挥司法审判的
惩罚、 规范和预防功能， 引领良
好社会风尚，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
“头顶上的安全”。 相关部门要完
善和细化管理办法 、 执法机制 ，
使城市高空坠物更加可防可控 ，
让高空坠物不再成为 “悬在城市
上空的痛”。

遏制婚礼陋习
需“有形之手”钳制

李红军： 近日， 民政部印发
《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
指导意见 》。 《意见 》 指出 ， 开
展对天价彩礼、 铺张浪费、 低俗
婚闹、 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的整
治， 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助力脱
贫攻坚， 推进社会风气好转。 遏
制婚礼上的陈规陋习需要 “有形
之手” 钳制， 再也不能让其 “野
蛮生长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民
政部门及时出台 《关于开展婚俗
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 顺
民心， 合民意， 恰逢其时。

禁
随着中小学复课， “放学早、 接送难” 又成了家

长关注的问题。 记者从河南省教育厅获悉， 河南省教
育厅等六部门联合下发 《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
工作的指导意见》， 要求各地做好课后服务管理工作，
但严禁 “课后服务” 变 “集体补课”。 （5月20日 新华
社） □朱慧卿

实行垃圾分类， 关系民
众生活环境， 关系节约使用
资源， 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
一个重要体现。 各地在逐步
提高人们垃圾分类意识， 养
成垃圾分类投放好习惯时 ，
更要倡导人们转变生产生活
方式 ， 树立绿色环保理念 ，
从源头上减少垃圾。

楼门前摆放着四色垃圾桶、
宣传引导标识随处可见、 一次性
用品 “消失” ……在全国两会驻
地， 一个个这样的新变化提示着

大家， 新版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 已经实施， 两会驻地正
带头践行、 引领垃圾分类和减量
新风。 （5月20日 《北京日报》）

实行垃圾分类， 关系民众生
活环境， 关系节约使用资源， 也
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
现。 从今年5月1日起， 北京正式
进入垃圾分类 “强制时代”。 此
前， 全国不少地方已在强制垃圾
分类； 此后， 还有一批城市即将
陆续跟进。 可以说， 垃圾分类在
全国已形成一股蔚为壮观的潮
流， 推动全社会人人动手， 一起
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 一起为
绿色发展、 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在这股潮流中， 产生生活垃

圾的单位和个人， 当然是垃圾分
类投放的责任主体， 党政机关和
事业单位， 则应带头开展垃圾分
类工作， 发挥示范引导作用。 而
全国两会是全国代表委员积极建
言献策、 共商国是的重要阵地，
对于我国一年来乃至几年的政治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重 要 性 不 言
而 喻 。 因 此 ， 全 国 两 会 无 论
是在驻地还是在会场 ， 带头践
行垃圾分类， 无疑能给全国以强
烈的示范。

在全国两会驻地， 每个房间
都放置了 “可回收物” “其他垃
圾” 两个垃圾桶， 还放了一个透
明小盒子， 用于盛放果核、 果皮
和茶叶残渣。 而会议区设置分类

垃圾桶 ， 张贴垃圾分类宣传海
报。 两会驻地还带头践行垃圾减
量 ， 客房内不再提供一次性用
品 ， 会议区也减少一次性垃圾
袋、 纸杯、 杯垫的使用。 除了倡
导 “光盘行动”， 餐厅还对食材
边角料和剩余半成品进行加工利
用， 以减少食材浪费。

垃圾分类的最终目标不只是
分类， 还包括前端减量化， 后端
资源化、 无害化。 后端资源化 、
无害化可能是相关部门和企业的
事， 而前端减量化， 则是每个单
位、 个人、 企业、 组织的事。 所
以， 全国两会驻地的垃圾分类其
实是从 “减量” 开始做起的。 各
地在逐步提高人们垃圾分类意

识 ， 养成垃圾分类投放好习惯
时， 更要倡导人们转变生产生活
方式， 树立绿色环保理念， 从源
头上减少垃圾。

据报道， 在2018年全国两会
上， 贴在瓶装水身上的环保标签
成为 “网红”。 这个标签用来给
自己的水瓶做记号， 可以写上自
己的名字， 也可以用指甲划出标
记 。 在这个绿色标签上 ， 印 有
中 英 文 的 “ 给 水 瓶 做 记 号 ，
并请喝完 ” ， 喝不完的还鼓励
个 人 带 走 。 这 个 小 创 意 彰 显
了 节 俭 大 情 怀 ， 同 时 ， 也 是
一 种 垃 圾减量 。 从细微处推动
节约资源和垃圾减量， 应成各地
各级会议新风尚。

《劳动午报》 报道， 北京
市卫生监督机构结合疫情防控
和企业复工复产实际， 在积极
做好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和尘
毒危害专项治理工作的同时，
对本市重点行业职业病危害因
素进行检测与调查， 为企业复
工复产筑牢健康防护线。

目前， 疫情防控逐渐进入
常态化， 企业陆续复工复产，
职业病问题也同时摆在我们面
前 。 劳动者在从事职业活动
中 ， 会接触不同因素的职业
病危害 ， 从而对劳动者的健
康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 严
重者会潜藏或者已经发生生
命的损耗 ， 应该引起全社会
的关注和警惕 。 这也是北京
此次检测与调查特别针对重点
行业职业病危害的目的所在。

职业危害与生产事故不
同， 后者往往事发突然， 瞬间
造成巨大损失， 夺人生命， 因
此会迅速引起强烈关注 ， 抢
救、 补偿也很及时。 职业危害
却是潜在的危险， 缓慢地、 甚
至不为人知地造成更为巨大
的损失 ， 夺去更多的生命 。
而且 ， 这后果又几乎都转移
到了受害职工及其家庭 ， 或
者推向了社会 ， 而企业很少
担责 。 这是职业病危害的严
重性所在。

要求企业在职业保护方面
加大投入 ， 固然是必要和 有
效 的 ， 但 还 远 远 不 够 。 法
律、 社会、 政府的制约不能因
此而忽略。 企业投入只是经济
手段 ， 是解决问题的措施之
一。 相关法律的完善与执行是
否到位？ 地方政府监督是否尽
责？ 社会组织 、 舆论对职业
危 害 是 否关注 、 干预 ？ 这些
都应该问一问。

职业病的重点人群是农民
工， 而且往往集中在中小企业
和乡镇企业， 因此， 期望所有
企业自觉自愿地严格守法、 加
大职业保护投入 ， 几乎做不
到； 仅让职工懂得一点相关知
识 ， 学会自我保护 ， 也不现
实。 全社会都来关注， 多方面
承担责任， 形成强势压力， 才
能有效地遏制职业病危害。

□一刀 （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