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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拒绝的不是拍照而是监督
□苑广阔

近日有群众举报鹤岗

市兴安区有矿难发生并被

瞒报。18 日下午，记者与

鹤岗市政府相关领导及工

作人员一同前往被举报煤

矿进行核查。现场一位副

市长允许对其他人员进行

拍摄取证，却不允许对自己

拍照，称自己有“肖像权”。

这位副市长的霸道作风令

记者十分不解。（7月20日
《现代快报》）

这位副市长所谓的“维

护肖像权”，只是一个恐怕

连自己都难以相信的拙劣

借口，他真正拒绝的，不是

拍照，而是监督。当地发生

了矿难事故，政府往往难辞

其咎，而发生了矿难之后还

发生了瞒报，地方政府和官员更是“罪加一等”。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几乎是

下意识地对媒体的采访持拒绝与排斥的态度，千方百计给媒体监督设置障碍，增加困难，这

位副市长拒绝拍照并且要求记者删除照片，不过是这种拒绝与抵制的具体表现而已。

媒体记者不过是在履行自身还原事实、呈现真相、舆论监督的责任和义务，作为地方官

员，如果问心无愧，理应为媒体的采访提供便利，创造条件。反过来说，官员之所以拒绝采

访、拒绝监督，说明他心虚，说明他对事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又不想让外界知道他应该

承担的这种责任。比如在煤矿核查现场，这位负责地方煤矿安全生产的副市长竟对这家煤

矿的基本情况表示不知情，对矿井口被填埋一事也未予过问，这足以说明问题了。

“肖像权”成了这位官员拒绝监督的借口，也成了引起网友和公众关注这件事的“亮点”

所在，但真正值得关注，也值得引起上级部门注意的，是官员在这起矿难瞒报事故中应该承

担的责任，以及官员面对舆论监督的意识与态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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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劳动保护
须打通“最后一厘米” 微WEI SHENG YIN

声音

别再让马航MH17与规则世界失联

即使存在击落者，相关责任最终

承担也须视过错而论。各方须本着

人道主义精神，恪守国际法和相关规

则的要求，对本事件尽快达成最大共

识，合力处理善后事宜，让坠毁在无

规则世界里的马航 MH17，尽快回到

规则世界，别再让之与文明世界持续

“失联”。@央视网新闻

不是“萝卜招聘”也是“量身定制”

宜昌市招聘岗位“其他条件”注

明：获学士学位，具有篮球、羽毛球、

乒乓球、网球国家二级及以上运动员

资格。这些与体育八竿子打不着的

单位，却要为“经常搞活动”招聘资格

人员，真是花纳税人的钱不心疼！很

有些打麻将三缺一时补缺的意思，无

非是找个玩伴罢了。@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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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座”教育
岂能“双重标准”?
□张玉胜

7 月 16 日下午，刚做完兼职踏上

回程的大三学生王丹丹(化名)，在276

路公交车上，一名老人将唯一的空位

让给了十六七岁的孙子，却要求坐在

一旁的王丹丹给其让座。王丹丹没

有让，老人一直大声抱怨其没教养，

惹得车上乘客一片讨论。（7月20日
《重庆商报》）

一方面把仅有的空位让给自己

的孙子，一方面却要求别人为自己让

座，这位老人的做法显然是对“让座”

道德教育实行内外有别的“双重标

准”：即自己的孙子可以不给奶奶让

座，别人却应该给自己让座，否则就

是“没教养”。面对如此自相矛盾的

“道德”解读，人们不禁要问：已经十

六七岁的老人孙子为什么不懂得尊

老“让座”？

也许，宁可自己不坐也要把空位

让给孙子，不无老人关心照顾晚辈的

人性本能。但其在尽显“隔辈亲”的同

时，却暴露出对孙辈尊老敬老、体谅祖

辈的道德教育缺失。这显然是一种有

失偏颇、毫无底线的过度宠爱。其孙

子只顾“低头玩手机”的乐享其成和心

安理得，便是只知“受宠”、不知敬老的

品格缺失表现。老人反过来要求女大

学生让座的举动，也显然有悖“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的公平原则，而女生一反

常态的拒不让座，正是对这种“双重标

准”的反感表达。

值得关注的是，这种舍己为“孙”

的老人“让座”怪象，在现实生活中并

非个例。有些老人甚至把别人为其

让出的“空位”再拱手转让给已经懂

事的孙辈。这不仅是对孙辈教育的

无形误导，更是对让座者爱心善举的

缺乏尊重。

避免“让座”教育的“双重标准”，

不仅要矫正祖辈护孙的溺爱型亲情表

达，弥补重养轻教的家教误区，更需多

些彼此尊重、相互包容、换位思考、将

心比心的公平考量。只有为“让座”营

造出有温馨无障碍、有共识无偏见、有

感恩无强制的宽松环境，“让座”才会

成为爱心流露、文明彰显、品位表达的

生活风景和出行常态。

这几天，陕西西安是炎阳高照，晒得人都快冒火了。环卫工人还要顶着这样的烈日工

作，着实让人心疼，好在他们还有可以休息的道班房来躲避炎热。然而，记者在西安街头发

现，一些环卫工并不愿意去道班房休息，原来，不少道班房通风性差，且因种种原因没有通

电，无法使用电风扇、空调等设施，在夏天，道班房室内温度要比室外高好几度，像个蒸笼。

（7月19日人民网）
为环卫工人建设道班房有法可依，《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与住建部（原建设部）发布

的《城镇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都有相关规定。窥诸现实，近年来，各地普遍启动了环卫

工道班房建设，（包括西安在内）多数道班房都没有因规划问题而受阻，也都解决了通电问

题，这进一步说明，西安的部分道班房没有通电是有关部门的劳动保护责任尤其是高温劳

动保护责任没有通到终点。

高温是一种艰苦的工作环境，劳动者在高温环境下露天工作还有一定的健康风险，因

而，有关部门一定要把高温劳动保护责任履行到“最后一厘米”，履行到每一个细节，这既是

一种义务，也是一种人性关怀。环卫、街道办等部门真正把环卫工人的劳动权益放到心头，

拿出一股不给道班房通上电就不罢休的劲头，多想想办法，多奔走协调，多担当一些责任，

肯定能给所有的道班房都通上电，肯定能让道班房成为真正的纳凉房和休息点，这样，高温

劳动保护就打通了“最后一厘米”。

很多时候，劳动者的高温劳动权益能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就取决于有关部门、企业的高

温劳动保护能不能打通“最后一厘米”。希望各地用工单位及劳动监管部门都能够对高温

劳动保护情况进行全面检审，看在哪些环节只盖了“房子”而没有通“电”，没把责任落实到

细节，从而立查立改，全面快速地打通高温劳动保护“最后一厘米”，用贯穿始终的细节责任

为高温下的劳动者撑起一片阴凉，给劳动者更多的呵护和保障。

□李英峰

污名化“中国大妈”
构建不起社会文明
□王传涛

在大众传媒上，大妈通常被

塑造成这样的形象：她们席卷国

内外各大城市的广场，在诸如《最

炫民族风》等的劲爆音乐声中翩

翩起舞；她们出入国外的高档商

场与国内的社区超市，以买打折

鸡蛋的速度抢 LV，也以买 LV 的

热情挑选鸡蛋；她们出没于早晚

高峰的公交车上，在上面择菜、抢

座，与别人争吵……（7月 20 日
《现代快报》）

“中国大妈”是最没有话语权

的群体。她们已经退休，没有占

有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更没有

占有媒体资源；她们多半文化程

度不高，实际上那个年岁的人，没

有几个文化高的。因此，她们并

没有在媒体中发声的机会，也没

有为她们这个群体进行正名的机

会。而“中国大妈”的污名化遭

遇，也曾出现在10年前的80后以

及现在的90后身上。

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其间

的各个群体都应该是彼此互相尊

重并求同而存异的。如果哪一个

群体的问题特别严重，只能说这

个社会的某种资源，在对不同年

龄群体进行分配时，产生了一些

不均。比如，对于广场舞，我们似

乎可以责问城市建设的人均广场

面积、人均绿地面积是不是达到

了西方国家的水平。

污名化“中国大妈”，不过是

在掩饰当下社会的一些不完美之

处，然后，把制度的问题、政府的

责任与全体社会民众的道德问

题，都具化到某一个无辜的群体

身上。污名化之后，除了“中国大

妈”之外的群体，似乎都可以高枕

无忧安安稳稳地睡觉，政府部门

也不需要对广场和绿地扩建了，

其他人也不需要“每日三省吾身”

了。因为，天塌下来，有恶名远扬

的“中国大妈”顶着呢！

其实，社会中种种问题的解

决，不必把罪过强加到任何一个

群体身上。因为一旦这样的社会

情绪滋长起来，根据“污名不易消

除”和“快速传染”等特性，这个社

会中的每一个群体都有可能被污

名化。

“守住保障房的‘奶酪’，要打造严格的‘审查门’和严厉的‘问责门’。”
——国家审计署公布的2013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结果显示，部分保障房建

设资金被挪用、套取、骗取，总计高达近94亿元。《法制晚报》一篇评论认为，只有加强审查和

问责，才能守住保障房“奶酪”。

“通过深化司法改革，全面建立符合司法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和职业保障制
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基层法官流失严重的现实问题，才能用充满荣誉感和人性化的制度
真正留住基层法官的心。”

——针对近年来出现的基层法官流失潮，时评人刘武俊开出了这样的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