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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保障儿童乘车安全正其时

非常道

世卫组织：
新冠病毒变异不会导致传播能力变化

日前，世卫组织召开新冠肺炎例行发布会，

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苏米娅·斯瓦米纳坦表示，

全球科学家合作分享病毒基因，目前已有超过

32000 个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同时也在更新有关

病毒正在出现的变异的知识。苏米娅·斯瓦米纳

坦表示，预计会出现病毒变异，因为新冠病毒所

属的 RNA 病毒会不断变异，但目前证据显示病

毒变异与传播能力无关。 @央视新闻

微声音

夏天老犯困，刺激五感驱除困意
学习、工作、开会、驾驶等时候，困意突然袭

来，轻则耽误事情，重则威胁生命。试试利用五

感来刺激神经，让自己打起精神，赶走困意。①

嗅觉刺激：用香、凉的气味刺激嗅觉，如花露水、

清凉油、风油精。②触觉刺激：用冷水洗把脸。

③视觉刺激：在室内添置色彩艳丽的饰物或花

草。④味觉刺激：喝柠檬汁或苦丁茶。⑤听觉刺

激：开车时听些曲调明快的音乐、相声小品。

@生命时报

热点冷评

别忘对“新业态”农民工的培训
□ 刘宝庆

为提升农民工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人

社部近日印发《农民工稳就业职业技能培训计

划》（下文简称《计划》），决定在今、明两年开展大

规模、广覆盖和多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计划以

在岗农民工、城镇待岗和失业农民工、农村新转

移劳动力、返乡农民工、贫困劳动力等为主要培

训对象，每年培训农民工700万人次以上。（6月2

日《工人日报》）

今年全国“两会”上就有代表提出了新职业、

新业态农民工参加失业保险提案，其实，关心农

民工社会保险是一方面，真正要让新职业新业态

农民工就业才是关键。

说实话，从事新业态的人员绝大部分都是农

民工，我们身边的快递小哥、外卖小哥、网约车驾

驶员基本上都来自农村，他们从事的工作和其他

农民工一样，也很辛苦，只不过，他们不像传统行

业那样，在建筑工地、在工厂车间，而是直接和消

费者打交道，他们的工作看似简单，但也有技术

含量，也急需培训。

令人欣喜的是，人社部强调了对快递员、网

约配送员、直播销售员、汽车代驾员等新职业新

业态农民工的培训。既然把从事新业态工作的

农民工也列入了培训的范围，相关部门在具体方

案上，就要通盘考虑。据国家信息中心的最新数

据显示，目前我国共享经济的服务提供者人数约

为 7000 万人。2020 年，这一人数预计将超 1 亿

人。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可以说，网约工也是

工，而我国目前农民工的总量大约在2.9亿多，可

以说新业态农民工也有“半壁江山”，对他们都培

训一点也是当务之急。

总之，对从事新职业新业态的农民工培训不

是“法外施恩”，更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十分迫切，

十分必要。相关部门在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时，不

要忘了还有新职业新业态农民工这个群体，并且

对他们的培训不要打折扣，不能“名单上墙，人员

放羊”。只有让新职业新业态农民工技能、素质

提高了，才能适应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才有

幸福感和归属感。

据报道，在日

前召开的“关注儿

童 乘 车 安 全 云 端

研讨会”上，多位

业 内 专 家 普 遍 认

为，安全座椅已成

为 发 生 交 通 事 故

时 儿 童 的“ 救 命

椅”，然而我国的

使用率却很低，这也导致道路交通伤

害是我国儿童死亡的最主要杀手之

一。他们呼吁，尽快将儿童安全座椅

强制使用条款，纳入未成年人保护法

等相关国家层面法律，保护儿童的生

命健康权。（6月2日《法制日报》）

专家所言不是隔靴挠痒，而是直

面问题。事实证明，发生交通事故

时，安全座椅成为儿童的“救命椅”。

但有数据显示，我国儿童安全座椅安

装及使用率目前还不到 10%，这在一

定程度上，已让儿童“救命椅”沦为了

摆设。要改变这一现状，除了舆论引

导和家长“觉醒”，恐怕也离不开法治

保障。毕竟，车辆不断增多，道路交

通环境日益复杂，立法保障 2 亿多儿

童的乘车安全既是大势所趋，也是正

当其时。

一方面，国内外的经验都告诉我

们，使用儿童安全座椅，能明显减少

由于乘车意外事件造成的伤害。换

言之，儿童安全座椅对于孩子乘车

的保护作用是肯定的，通过立法可

以推进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规范

儿童出行，提升家长安全意识，减少

乘车伤害，为儿童安全乘车创造更

好的环境。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对

儿童乘车约束装置立法的条件趋于

成熟，从国家政策和产品标准上都

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并且已经有了地

方经验可以借鉴。同时，正值我国未

成年人保护法修订之时，这为儿童安

全座椅正式被纳入国家级立法中提

供了有利契机。

当然，在立法过程中，也难免会

面临一些问题。比如相关标准是以

年龄还是身高，是鼓励性、倡议性条

款还是惩戒性、强制性条款，是针对

驾驶员还是针对监护人等。如果立

法后，大家都不执行或者没有办法实

施，也没有办法处罚，出现有法难依

或者有法不依情形，就会影响立法和

法律的权威性。

不过这些应该都是“成长中的烦

恼”，相信只要科学立法、开门立法，

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就能形成广泛

的共识，取得预期效果。

让体育课为“气球胖”瘦身
□ 徐建中

时事乱炖

“一月放假五月回，童音未改人

愈肥。老师见面不相识，惊问小胖

你是谁？”——近日朋友圈流行的一

幅诙谐漫画，道出了不少家长对孩

子们在“史上最长假期”体能下降的

担心。当前，多数地区的大中小学

已陆续复学复课，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居家学习约 4 个月的孩子们正

是长身体的时候，在家吃得多，但体

育锻炼少，所以不少同学都长胖了，

身体素质也明显下降。（6月2日《广

州日报》）

近几个月来，因为疫情，很多地

方的孩子都暂别了户外活动，目睹

着孩子的“气球胖”，很多家长都非

常着急。

据医学数据显示，如果对少年

“ 气 球 胖 ”不 进 行 干 预 ，就 很 可 能

发展为成年肥胖。人体脂肪细胞

在 11 至 13 岁时增长最快，如果这

段时间不注意锻炼导致了肥胖，就

很有可能是脂肪细胞增多性肥胖，

就 成 为 了“ 终 生

胖”的基础。

另 外 ，单 就 少

年“气球胖”来说，

也 很 容 易 导 致 儿

童 的 性 激 素 分 泌

出 现 异 常 ，就 可 能

会 引 起 性 早 熟 和

身 材 矮 小 等 问

题 。 很 显 然 ，“ 气

球 胖 ”已 经 远 远 不

是 一 个 表 面 问 题 ，

而 是 严 重 危 害 到

了 孩 子 的 身 体 。

所 以 ，不 管 是 已 经

复 学 复 课 的 学 生 ，

还 是 仍 然“ 宅 ”在 家 里 的 孩 子 ，老

师和家长们都应赶快警惕并重视

起 来 ，一 定 要 想 办 法 让 孩 子 远 离

“气球胖”，而最好的方式，无疑就

是体育课了。体育课本就是为了

提升学生体质而设置，具有很强的

教育作用，在磨砺意志、塑造人格

等方面起着积极作用，尤其是在疫

情来袭的这种特殊时期，更能彰显

出体育课的重要意义。

作为教育部门，应在遵守疫情

防控总体要求下，开齐开足体育课，

丰富锻炼项目，让学生在体育锻炼

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同时针对学

生体质训练，探索多元的方式，将更

多娱乐化、趣味性的活动融入体育

锻炼，从而调动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

积极性，最终远离“气球胖”。作为

家长，应督促孩子多上体育课，多参

加慢跑、跳绳、打球、游泳等有氧运

动，并鼓励孩子多参与家务劳动，让

孩子养成体育锻炼的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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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栋

师生相见不相识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