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是一年一度高考时， 今年
“赶考” 的学子达1078万人 ， 如
果连家长、 亲属、 教职工和为高
考服务的各类人员都算上， 全国

至少有上亿人在为高考 忙 碌 。
高考成了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
项重大活动， 更几乎成了决定千
百万学生乃至家庭命运的 “关
口”。

在现行教育制度、 就业形势
不变的条件下 ， 高考确实很重
要。 特别是那些寒门学子， 苦读
多年考取大学， “一跃龙门” 成
就改变命运的梦想， 几乎是他们
走出土地、 大山和贫瘠的唯一出
路。 其实， 考虑到就业竞争的压
力， 城里的孩子又何尝不想上一
所好大学呢？ 加之今日考生的父
母大多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 因
为历史的原因， 接受正规高等教
育的比例远不能与现在比较。 他
们把年轻时的渴望与梦想寄托在
孩子身上 ， 也是完全可以理解
的。

考生和家长的想法得到社会
的认同， 于是才有了今天举国关
注高考的盛大场面。 一切为高考
让路 、 为高考服务 ， 连政府机
关、 公安武警、 工会组织都动员
起来了， 更不用说众多以盈利为
目的的商家。 高考炙手可热， 毫
不夸张。

然而， 我们不妨冷静一下，
平心静气地审视一下与高考相关
的现实问题。

先说成绩。 走出考场， 考生
心里对自己的成绩大致都有了底
数。 有把握的不说了， 没把握或
者 “考砸了 ” 的也大可不必自
责， 家长、 老师更不能埋怨、 批
评， 重要的是想想以后。 能 “上
线” 的最好 “随遇而安”， 有学
上很好； 落榜的要早做决断， 复
读还是就业？ 上大学并非人生唯

一坦途， 先就业再深造也是一种
选择。

再说志愿。 填写志愿是一次
把握自己的机会。 提两条忠告：
一是选个好大学不如选个好专
业 。 好大学牌子亮 ， 眼下很光
彩 ， 而好专业才是一生的 “饭
碗”。 不过， 热门专业不一定适
合你， 另辟蹊径或许更会成功。
二是上不了大学选职校。 现在到
处都闹 “技工荒 ”， 求贤若渴 ，
技能人才的收入 （包括今后 的
社 会 地 位 ） 并不比名牌大学生
差。

最后说心态。 考生和家长们
眼下最关心的就是成绩， 因为那
关系到能否录取以及可能的去
向。 受教育是人人都有的权利，
选择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却因人而
异。 既然我们承认人的自身条件

存在差异， 既然客观现实就是教
育资源配置不平衡， 为什么在接
受 高 等 教 育 上 偏 要 只 认 985、
211， 而不屑更适合自己的其他
院校呢？ 学习是为了进步， 为了
更好生活 ， 本来是件快乐的事
情。 如果因为不切实际的追求，
为不适合自己的学习而苦恼， 岂
不是事与愿违吗？ 当今世界， 不
学习肯定不易生存， 但学什么、
怎么学却需要自我一些。 有考生
家长说， “快乐着有学上， 就行
了”， 且不说是否出于无奈， 这
种心态就值得赞赏。

改革现行教育制度、 就业形
势不是短期能够实现的， 个人无
力改变大局， 却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把握自己 ， 那就先从调整心
态 ， 现实面对成绩和志愿开始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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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里的“农民工夜校”办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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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一家饭店， 大大小小的二维码贴满了桌角
和墙壁。 消费者不需要菜单， 也不用叫服务员， 只
需掏出手机扫码下单， 就可以吃到热腾腾的美食 ,
这种点餐新方式正日益普及。 不过， 看似简单快捷
的 “扫码点餐” 问题也不少。 不久前， 黑龙江省消
费者协会开展的一项 “扫码消费问卷调查活动” 显
示， 八成消费者在扫码点餐时遭遇强制关注， 引发
了消费者不满 。 (6月8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 》 ）

□王铎

刘天放 ： 据媒体报道 ， 日
前， 上海 “控烟热力地图” 正式
上线。 “控烟热力地图” 平台将
定期发布问题场所榜单， 以加强
社会和舆论监督， 督促场所开展
控烟管理、 巩固和整改， 进一步
强化控烟社会共治和成效。 “互
联网+控烟” 成为上海强化控烟
社会共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如今
是移动互联网时代， 与时俱进地
利用 “互联网+” 助力控烟， 实
乃一个不错的办法。

客观审视与高考相关的现实问题
走出考场， 考生心里对

自己的成绩大致都有了底
数。 有把握的不说了， 没把
握或者 “考砸了” 的也大可
不必自责， 家长、 老师更不
能埋怨、 批评， 重要的是想
想以后。 能 “上线” 的最好
“随遇而安”， 有学上很好；
落榜的要早做决断， 复读还
是就业？ 上大学并非人生唯
一坦途， 先就业再深造也是
一种选择。

□张刃

■今日观点

本版热线电话：63581010│ E—mail:bjldwbpl@126.com│本版编辑 康雪冬│美术编辑赵军│校对 黄巍│２０21年 6月 9日·星期三

“大家好 ， 现在开始上课
了。 这周的主题呢， 咱们主要围
绕部品部件的质量品质提升方面
来讲……” 6月4日晚七点， 在中
国二十二冶集团国家装配式建筑
产业基地生产车间内， 二十二冶
集团装配式建筑分公司生产厂副
厂长覃晓君正在上课， 台下清一
色的农民工。 每到周五， 吃完晚
饭， 装配式公司都会在车间的会
议室开讲 “农民工夜校”。 （6月
8日 《河北工人报》）

农民工是企业发展的生力
军 ， 特别是一些急难险重的岗

位， 农民工所占的比例更高， 已
经成为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
力量。 但是， 农民工由于流动性
大， 相对来说， 文化程度较低，
素质层次不齐， 缺少一定的知识
和技能， 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迫切
需要提升他们的文化素质和技能
水平 。 如何为农民工 “充电 ”，
补上文化技能这一课 ， 笔者以
为 ， 开办车间里的 “农民工夜
校”， 不失为良策。

车间里的 “农民工夜校” 好
就好在： 其一， 就地开班， 不仅
办学成本低 ， 而且方便 、 效率

高 ， 做到了生产 培 训 两 不 误 ，
非常符合农民工的特点和客观
实际； 其二， 授课人员为车间各
个岗位的管理人员 ， 以大 量 的
实例 ， 绘声绘 色 地 授 课 ， 生
动活泼 ， 好听好记好学， 大大
地提高了农民工学习技能的兴
趣， 既实在又管用； 其三， 还可
以及时宣传法治、 道德、 安全、
质 量 和 企 业 文 化 等 方 面 的 知
识 ， 不断提高农民工的综合素
质 。 这样的做法， 值得学习和
复制！

□费伟华

胡蔚： 临近端午节， 有媒体
走访发现， 不少传统粽子礼盒包
装更俭约了， 一些星级酒店出现
了时尚又环保的 “粽子包”。 可
重复利用的时尚包袋代替了一次
性礼品盒， 避免过度包装， 减少
资源浪费。 粽子等食品包装 “瘦
身”， 不但应成为全社会的自觉
行动 ， 也应当健全完善制度机
制， 通过完善产业标准将简化包
装固定下来。

“控烟热力地图”
让控烟更显实效 强制关注

今年6月是第20个全国
“安全生产月”， 主题为 “落
实 安 全 责 任 推 动 安 全 发
展 ” 。 近 日 召 开 的 2021年
全国 “安全生产月” 活动
启动视频会议强调 ， 紧紧
围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
年 行 动 集中攻坚任务 ， 总
结经验做法 ， 推广制度成
果 ， 加强 问题隐患警示曝
光 ， 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
线 。 （6月8日 《工人日
报》）

毋庸讳言， 现在有些企
业在处理安全和效益二者关
系中， 往往把安全抛在了脑
后。 他们认为， 企业要调动
职工生产积极性 ， 就要提
高职工福利待遇。 唯有提高
经济效益， 才能提高职工福
利。

笔者以为 ， 表面看起
来， 落实安全责任对经济效
益的提高确实没有直接关
系。 可深层次想一想， 企业
唯有落实安全责任， 才能谈
得上有好的经济效益。 如果
企业出了安全事故， 生产经
营肯定要受影响 。 事故严
重的还不得不停产整顿 ，
经济损失可想而知， 如何提
高职工福利也就成了一句空
话。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有
安全才有效益 ， 安全才 是
企业给职工最大的福利 。
安全是 “1”， 其它所有福利
都是 “1” 后面的 “0”， 没
有了 “1”， 再多的 “0” 都
是 “0”。 安全无小事， 各企
业领导要落实安全责任， 善
于见微知著、 小题大做， 能
够从常规现象中看异常、 从
细枝末节中抓隐患， 切实把
安全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
牢牢把握安全工作的主动
权。

当然， 作为企业职工要
想成为最大福利受益者， 必
须要有强烈的安全意识和责
任心。

□周家和

近日， 广东中山发生了一起
电动自行车与汽车剐蹭事故， 骑
电动自行车的女子眼部出血不
止， 地上留有一大滩血迹。 而伤
者头上的头盔破损严重， 塑料外
壳几乎已经解体， 只剩下黑色的
塑料骨架还罩在头上。 （6月8日
澎湃新闻）

众所周知， 头盔是电动自行
车骑行者的 “安全帽 ” “救命
帽”。 可以说， 一旦发生交通事
故， 有没有佩戴安全头盔， 这对
骑行者来说至关重要 。 如 果 佩
戴 了 安 全 头 盔 ， 或 许 就 能 避
免车毁人亡的悲剧。 相反， 如果
没有佩戴安全头盔， 后果将不堪
设想。

但在实际生活中， 一些安全
头盔生产厂家只顾眼前经济效益
最大化， 往往降低成本而牺牲质
量， 致使安全头盔质量不合格。
因此， 笔者以为， 一方面， 相关
监管部门应切实承担起监管的主
体责任， 要对厂家生产的每一批
次安全头盔， 都应实行严格的安
全性能、 产品质量等监测， 绝不
让不合格的头盔轻易混入市场，
既欺骗消费者， 又威胁着消费者
的生命安全。 同时， 一旦发现不
合格头盔， 监管部门应向企业发
放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告知书， 督
促企业消除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切
实保障消费者权益。 另一方面，

相关执法部门应对不合格头盔采
取 “零容忍” 的态度， 该没收的
要没收， 该罚款的要罚款， 该取
缔生产资格的及时取缔， 甚至给

予 “终身从业禁止”， 让其为自
己的无良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
倒逼其确保头盔的质量和安全。

□叶金福

对不合格头盔要“零容忍”

粽子要避免
过度包装

安全才是企业
给职工最大的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