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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医生为患者拍笑脸照是“双向激励”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考证被不少年轻人看作职业发展中必须要做的
事。 近日，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
网， 对1515名职场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64.9%
的受访者坦言考证是为了缓解职场压力， 给自己创
造更多机会； 45.8%的受访者觉得是因为缺乏明确
的目标， 为考证而考证。 （7月8日 《中国青年报》）

□陶小莫

天歌： 近些年来， 因儿童玩
具造成的安全事故屡屡发生， 严
重损害了儿童的安全和健康。 零
件脱落、 违法添加禁用物质、 元
素含量超标等问题使得儿童玩具
暗藏许多安全隐患。 我们要警惕
不起眼的小玩具给孩子们带来的
大伤害。 要严格市场监管， 通过
严格的监管， 把那些不符合国家
安全生产标准 、 没有质量合格
证， 甚至是没有生产厂家、 没有
生产日期的玩具产品挤出市场。

“汽修女孩”网络“意外爆红”的背后……
古慧晶“意外爆红”绝

非偶然。 她的成功还告诉
青年学子，读重点高中，上
名牌大学的梦想没有错 ，
但梦想并不都能成真 。能
够实现类似梦想的毕竟是
少数， 大多数人还是要回
归现实， 走平平常常的人
生之路。 平平常常不等于
没有出息， 平凡的人生同
样可以光彩照人。

□张刃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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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小玩具
给孩子带来大伤害

考证热

深圳某公司为方便管理，
在工作区域内安装了多个高清
摄像头， 该公司女员工张某某
因担心摄像头会让自己走光而
坚持上班打伞被解聘。 张某某
认为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
违法，要求公司赔偿33万余元。
官司历经一裁二审到再审，最
终法院驳回了张某某的再审申
请。近期，这一案例引发热议。
是企业 “管得宽”， 还是员工
“不配合”？ 企业用工管理权和
员工隐私权的边界在哪里 ？
（7月9日 《工人日报》）

不少员工之所以对办公场
所的摄像头非常反感， 无非是
担心自己的个人隐私信息被泄
露。 事实上， 也正因如此， 近
年来牵涉安装摄像头引发的类
似劳动争议纠纷才时有发生。
从司法处理的相关案例来看，
企业在办公场所安装摄像头获
取员工的隐私信息后， 只要不
存在泄露或其他侵权行为， 一
般不会承担法律责任。 这就警
示企业， 在利用摄像头提升管
理效能时， 必须守住不让员工
隐私信息泄露和实施侵权的边
界， 始终把利用摄像头进行用
工管理的行为严格规范在法治
框架内。 遗憾的是， 现实中也
有少数企业在办公场所安装摄
像头方面， 往往只图管理的便
利， 置法律的红线于不顾， 忽
视摄像头所获员工个人隐私信
息的规范化管理， 将自身推向
法律责任承担的风险中。

实际上， 企业在利用摄像
头行使管理权与保护员工隐私
权的选择中， 并非是不可兼得
的两难， 只要守住了权利义务
的边界， 完全可以让二者并行
不悖。 对此， 企业要坚持员工
隐私权保护至上的管理理念，
通过书面协商约定或制定规章
制度等方式， 对可能涉及侵犯
员工隐私权的行为逐一列举，
明确员工个人信息及隐私信息
授权使用目的、 范围， 并把好
规范管理的 “闸门”， 避免因
管理不规范导致员工个人隐私
信息的泄露。

□张智全

大学生“工地送法”彰显担当意识

“智能适老”
应加快推进

企业管理与隐私保护
应并行不悖

三年时间， 宁波市第六医院
手外科副主任医师杨科跃为100
多名患者拍摄了近3000张照片，
在这些照片中， 患者举起受伤后
愈合的手 ， 脸上露出真挚的笑
容。 杨科跃表示， 在救治患者的
过程中 ， 曾有很多个瞬间打动
他， 其中一位手部严重受伤的患
者在治愈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那一刻让他决定用镜头记录下患
者 康 复 后 的 笑 脸 。 （ 7月 8日
《北京青年报》）

由于病痛的折磨， 患者初到
医院时往往愁容满面 、 悲观沮
丧， 有的还会出现短暂的抑郁 ，

甚至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 医生
所要做的不仅是治疗患者身体上
的疾病， 还包括抚慰心灵上的创
伤。 在患者愈后治疗的过程中，
随着病情的好转康复， 用照片记
录他们的笑容， 给予他们鼓励，
有助于帮助患者调适心理情绪，
彻底走出阴霾。

患者笑脸照， 对于医生来说
同样是一种激励。 医生是最辛苦
的职业之一， 诸如怀孕医生跪地
为患者打麻药， 连做几台手术后
医生直接躺在地上睡着等场景习
以为常。 不过， 看到病人摆脱疾
病折磨， 健健康康出院， 重新绽

放笑颜， 医生就会由衷生出幸福
感和成就感， 觉得再累再辛苦也
是值得的 。 正如杨科跃所说 ，
“他们的笑容也是对我的打分 ，
不经意间露出来的都是对我的反
馈 ， 他们的笑容对我来说很重
要。 ”值得一提的是，杨科跃拍照
前会征求对方的意见， 绝大多数
患者都会同意，并没有肖像权、隐
私权方面的担忧。 这也充分体现
了患者对于医生的信任， 给医生
带来极大的鼓舞。宁波医生3年拍
摄近3000张患者笑脸照， 是当下
和谐医患关系的一面镜子， 传递
出满满的正能量。 □张涛

钱夙伟： 近日浙江省制定出
台了 《浙江省切实解决老年人运
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 提
出探索和推行无感亮码做法， 推
进 “健康码” 与身份证、 社保卡
(市民卡 ) 等集成应用 ， 并支持
健康养老终端设备的适老化设
计、 研发、 升级和应用推广。 显
然， 让老年人也能享受数字时代
的好处， 从中增强幸福感、 获得
感和安全感， “智能技术适老化
改造” 的 “智能适老” 应加快推
进。

最近， 因为在广东省职业院
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汽车机电与
维修赛项获一等奖， 而且是该赛
项诞生以来第一个参赛并获一等
奖的女生， 17岁的古慧晶 “意外
爆红”。 网友用 “超飒的宝藏女

生” “巾帼不让须眉” 形容她修
车时的神情、 状态， 也有网友对
比她的生活照， 称她 “可白衣翩
翩， 亦可庖丁解车。”

古慧晶 “爆红”很意外吗？仔
细品读她的成长过程，你会发现，
这“意外”是靠着正确的选择、执
着的磨砺和必要的支持实现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 古慧晶的 “爆
红”可谓水到渠成，并不意外。

中考前， 古慧晶面临着考普
通高中还是读职业学校两种选
择。出于“对汽车有发自内心的热
爱”，她选择了后者。 她认为，“人
生出彩的方式多种多样， 为自己
爱好努力的人 ， 同样值得被认
可。”“是金子到哪都会发光的，我
正在努力做那最闪亮的‘金子’。”
结果，她做到了， 成功了。

职业的选择与兴趣爱好有如

此密切的关联， 这大约才是许多
人感到的 “意外”。 但古慧晶用
她的选择和成功证明了这一点，
而且用自己的经历打破了职业性
别标签和对职业教育的偏见， 也
让更多人看到了选择适合自己发
展之路的希望。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罗伊·
格 劳 伯 博 士 说 过 一 句 人 生 箴
言： “做你喜欢做的事。” 谈到
自己对于专业的选择， 他一再提
到兴趣的重要性。 他说， 自研究
之始 ， 就从没想到过要拿什么
奖， 但兴趣却成为推动他作出重
要发现的关键。 古慧晶的成长恰
恰印证了罗伊博士的话。

理解和支持学生的兴趣爱好
同样重要 。 许多人都是有潜质
的， 但却不一定都能够充分发掘
出来。 发掘需要条件。 一方面要

对自己有一个恰当的评估， 清楚
自己是块什么 “材料”； 另一方
面家长、 教师要懂得体察学生的
潜质， 发现学生的可造之处， 引
导学生向适合自己特点和社会需
求的方向发展。如此，相信大多数
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成功。 对于
古慧晶的选择， 她的父母没有干
涉太多， 只是要求：“既然是你自
己的选择，就要承担相应的结果，
不许学到一半就抱怨或者后悔。 ”
当发现她在汽修方面的潜质， 特
别是在备赛中， 老师为她制定了
专门的训练方案……来自父母和
老师的理解和支持， 都是古慧晶
成功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当然， 古慧晶的成功起决定
作用的还是她自己的努力，她说：
“比赛前的一个月，我每天训练到
晚上11点多。训练很辛苦，累得有

时站着想睡觉 ， 一个月瘦了15
斤。 ”“我偶尔也有过放弃的念头。
但我的两位指导教练对我太好
了，我不想让他们失望，更不想做
逃兵 ， 所以就咬着牙坚持下来
了。 ”其实，她之所以能够坚持，还
在于她认识到， 学习中最大的收
获———“工匠精神”是创新创业的
精神源泉，坚信“只要坚持努力付
出，结果是骗不了人的。 ”

古慧晶 “意外爆红” 绝非偶
然。 她的成功还告诉青年学子，
读重点高中， 上名牌大学的梦想
没有错， 但梦想并不都能成真。
能够实现类似梦想的毕竟是少
数， 大多数人还是要回归现实，
走平平常常的人生之路。 平平常
常不等于没有出息， 平凡的人生
同样可以光彩照人。 古慧晶就是
榜样。

7月6日， 江苏大学法律援助
中心联合镇江市润州区七里甸司
法所开展 “送法进工地” 活动 ，
通过发放宣传资料 、 解读案例
等， 向农民工宣讲 《保障农民工
工资支付条例》 以及相关的法律
维权知识。 （7月8日 《工人日
报》）

大学生 “工地送法 ” 接地
气， 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向社会
传递了积极的信号。 对于大学生
来说， “工地送法” 是很好的社
会实践 。 大学生 “工地送法 ”，
不仅了解了农民工工作的环境，
拉近了和农民工之间的距离， 而

且通过具体的案例指导， 让自己
所学的知识能帮助农民工， 体现
了学以致用的思想。 这个过程非
常有意义， 能增进大学生对所学
法律知识的自豪感和责任感， 并
激发他们参与司法公益此类社会
实践的热情。

对于农民工来说， “工地送
法” 给自己增加了用法律武器维
权的本领 。 通过 “工地送法 ”，
农民工掌握法律常识， 事先积极
保存一些有关欠薪的证据， 无疑
为将来有可能出现的工资纠纷争
取了主动性， 避免了盲目性和被
动性。

对于社会来说， 体现了社会
对农民工的关爱。 “农民工欠薪
问题 ” 一直是社会的痛点和难
点。 如何有效解决农民工欠薪问
题， 承载了社会的期待。 而大学

生 “工地送法”， 让法律变得更
加透明。 积极倡导农民工依法维
权， 彰显了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
任担当。

□陶象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