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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石屹：
挑对象高中大学同学最要不得

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日前在谈

到年轻人择偶标准时表示，尽量不要找

背景一样的人，高中同学、大学同学最要

不得。除了结婚，事业上也是如此，双方

一定要有互补性，这是大前提，最好不要

你会的TA也会，你不会的TA也不会。

@广州日报

国家统计局：
月入2083元即达中等收入

日前，国家统计局表示，按照

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标准，年收

入2.5万～25万元，即最低月收入

达2083元就算中等收入群体。中

国 3 亿人符合此标准。网友纷纷

表示：终于这次满足条件了，终于

不拖后腿了！ @中国青年报

一次性把手机充电到100%？
绝大多数人都错了

不正确的手机充电习惯一直在加

快电池报废的速度。手机充电时应注

意：①最好是一有机会就充电，每次充

一点②不要等电池电量完全耗尽后再

充③永远不要给手机充满电，建议在

98%、99%时拔下充电器④最好不要让

手机充一夜电。 @央视财经

谨防农民工陷入职业病维权困境

＞

▋杨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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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与健康 财经安徽

时事 乱炖 热点 冷评

近日，中国劳动关系

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在京共同发布的《中国

职工状况研究报告(2017)》

认为，农民工是职业性有

害因素的主要受害群体，

面临职业病鉴定诊断维权困境。根据调

查研究显示，职业性尘肺病、职业中毒、职

业性噪声聋是危害我国农民工健康的主

要职业病。（1月18日《工人日报》）
针对职业病防治，我国有专门的《职业

病防治法》，但尽管其是一部相对成熟完备

的法律，可在贯彻实施过程中因其牵涉到

用工制度、部门执法权限等复杂的现实问

题，致使在落实当中遇到很多障碍，直接的

表现是，以农民工群体为代表，他们不仅是

职业病的高危人群，而且还面临着鉴定诊

断难、难走法律程序等职业病维权困境。

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卫生保护的

权利，要避免农民工陷入职业病维权困

境，一则需要用人单位落实好主体责

任。比如，按照《职业病防治法》《工作

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要

求，落实好资金投入、改善生产环境、加

强劳动者防护、定期组织职业健康检查

并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等等。

二则，须进一步提高政府的监管

能力。比如，相关职能部门应协调联动，

强化职业健康各级监督管理，进一步提高

行政监管人员的监管能力，以及各级监管

部门的监管效率。比如，对职业病危害严

重的坚决依法依规整顿，改造后仍无法达

标的，严格依法责令停产，或依照法定程

序责令其停建、关闭。

三则，应该强化职业病防治及相关知

识的宣传。一方面，让广大农民工熟知身

边潜伏的职业病危害；另一方面，也让其

掌握面临职业病危害如何采取保护性措

施，以及依法维权的渠道；再者，也可以引

入志愿者的力量，做好职业健康检查、职

业病诊断与鉴定，职业病患者的工伤保险

待遇知识普及，让农民工入心入脑。

总之，农民工为国家建设付出了巨大

的贡献，因此，对他们应给予高度重视，不

能任由职业病成为农民工头上挥之不去

的阴影，以及致富路上的“绊脚石”。

护眼灯是否护眼
不能由商家自说自话

▋夏熊飞

“熏肉神器”讲述两个道理
▋奚旭初

熏制腊肉是重庆百姓的风俗习惯。传统熏制办

法烟大污染多，政府部门委托企业定制“无烟环保腊

肉熏制机”，既治了污染，又保证了百姓熏制腊肉，受

到群众称赞。（1月18日新华网）
腊肉依然熏制，味道仍是诱人，风俗照样延续，

不同的是熏制有了“神器”，不再浓烟蒸腾——检测

证明，使用无烟环保腊肉熏制机后，每立方米空气中

颗粒物浓度从过去的450毫克至500毫克降低到了3

毫克左右；每立方米空气中的油烟浓度能从40毫克

左右降低到 0.6 毫克左右。从减少污染这个层面上

看，这样的弃弊留利，革故鼎新，是皆大欢喜的多赢。

“熏肉神器”是制作熏腊风味食品的，诞生在重

庆，但其蕴含的意义已远超一事一地。首先它告诉

我们，考量民生要有大视野。增加收入是民生，健康

医疗是民生，造桥修路是民生……熏制腊肉也是民

生。一枝一叶总关情，小事情也关乎大宗旨。十九

大庄严承诺：“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

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带领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

活”。“熏肉神器”这种“小民生”，也提高百姓的幸福

感、增厚获得感。

“熏肉神器”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说“不行”

还须想好“行”，这是社会治理方式转变和创新的必

由之路。面对一些客观存在、但已不合社会发展要

求或尚不规范的社会需求，开口就说不行，只能使之

更为扭曲；只有顺势引导其进入可行轨道，才能做到

满足需求与有效管理两者兼得。以“熏肉神器”取代

传统熏制，就是两全其美之例。又譬如城市中到处

设摊不行，占道经营不行，但要让“不行”落地，就要

先给商贩可“行”之处。推而论之，从城市管理到社

会治理，都要寓管理治理于服务，以服务贯穿于管理

治理，让市民生活得更好，让社会更有“温度”，才有

民利与公益的最大化，才有管理治理效率和效果的

最佳化。

护眼灯是主要针对学生群体的一种台灯，价格较贵，但

护眼灯真的能护眼吗？记者近日走访发现，目前市场上的护

眼灯品牌繁多，价格动辄比普通台灯贵好几百元。但业内人

士表示，我国并没有出台统一的行业标准，市场上诸多“护眼

灯”的宣传多是噱头，未必护眼。（1月18日《工人日报》）
尽管护眼灯市场已经相当成熟，但关于“护眼灯”，既没

有官方认定，也没得到医学上的认可。在灯具产品类的国家

标准以及行业标准中，都没有专门针对“护眼灯”的相关标

准，而且在灯具中并没有“护眼灯”这一分类。可见，所谓的

“护眼灯”只是商家自定义的称号和为了销售所营造的噱头

罢了。

并且，有些护眼灯尽管挂着护眼的“头衔”，但连普通

台灯的国家标准要求都未达到。在前两年质检总局所开

展的护眼灯质量安全风险监测中，质检机构从市场上采集

包装或说明书上标注有“护眼”或“无频闪”等字样的台灯

32 批次，参照国内外读写作业台灯和有关照明标准要求，

对护眼功能有关的闪烁、照度及照度均匀度等进行了检

测。结果表明，30 批次样品不符合监测要求，批次不合格

率 高 达 93.8% 。 可 见 这 些 护 眼 灯 实 乃 不 折 不 扣 的“ 伤 眼

灯”。

鉴于护眼灯市场需求的旺盛，相关的职能部门不能仅限

于提醒消费者，而应及时出面定纷止争。所谓“护眼灯”是否

真正存在，如果存在就应制定相应的行业标准，让企业与消费

者都有制可循；如果现阶段“护眼灯”根本就是个纯粹的噱头，

那也应当及时发表声明，禁止在灯具宣传中使用“护眼”的说

法，并对涉及虚假宣传的产品与商家进行处置。

此外，造成近视等问题的主要原因还是不良的用眼习惯，

与其将护眼期望寄托于尚无定论的“护眼灯”，不如养成科学、

卫生、合理用眼护眼的习惯。否则，不仅白白浪费了钱财，还

可能遭受健康方面的损失。

“绊脚石”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