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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全职太太”成为“危险太太”
■ 贺 成

时事乱炖

微声音

非常道

热点冷评 一车一盔撑起“头顶安全” ■ 栗 水

这两天，细心的市民会发现，省城部分共

享助力车已经配套安装了头盔。记者获悉，为

了更好保障市民骑行安全，提升群众道路安全

意识，日前，在合肥交警部门的指导下，合肥运

营的3家共享出行企业启动“一车一盔”行动，

将为共享助力车配备安全头盔，方便市民使

用，保护市民安全出行。（3月24日本报07版）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居民

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电动车、共享助力车因其

经济实用、方便快捷成为城市居民的首选代

步工具。据统计，2020年我国电动自行车年

销量超过3000万辆，社会保有量接近3亿辆。

然而在电动车、共享助力车增多的同时，由于

其安全性能较低，加上许多驾驶员无视交通

法规，导致电动车交通安全事故频发，成为交

通事故安全隐患的又一“马路杀手”。

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叫“安全第

一”。的确，没有安全，什么快乐幸福都无从

谈起。因此，在寻求生活方便快捷的同时要

把安全放在首位。为了更好保障市民骑行安

全，早在 2020 年，全国就推行了“一盔一带”

安全守护行动，督促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佩戴

头盔。此次，合肥运营的 3 家共享出行企业

为共享助力车配备安全头盔，更体现了保护

市民骑行安全的责任担当。

生命安全是“头顶大事”，一车一盔可以

撑起“头顶安全”。据权威人士介绍，当事故

发生时，安全头盔可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

到缓冲、减震的作用，可使受伤者的比例下

降 70%。无数事实告诉我们，电动车交通事

故中戴与不戴安全头盔，结局大不一样。因

为戴了头盔，捡回性命的事例，我们见过太

多。因此，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骑行电动

自行车我们必须自觉佩戴头盔。

有了“一车一盔”的安全举措，关键还在

于落实。交警等监管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管

责任，一方面要深入宣传骑行电动车戴头盔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要加大执法力

度，坚持骑行电动车不戴头盔“零容忍”。此

外，消费者也要增强安全意识，要认识到骑

车戴头盔就是保护自己，自觉选择佩戴安全

头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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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是一年中人们

集中祭祀的时段。往年，

人们大都选择在清明节

前 后 到 墓 地 缅 怀 先 人 。

但受疫情影响，今年清明

节前夕，全国多地发出了

提示，要求居民紧绷疫情

防控这根弦。有些地方要求去祭扫必须先预

约，而在有疫情的地方，规定禁止去墓地祭

祀，而是在家以网络追思等方式进行。

近期，我国疫情多发频发，防控形势复

杂严峻。本轮疫情是自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

以来，传播面最广、防控难度最大、形势最严

峻的一次。这波疫情已涉及28个省。可见，

即使不属于疫区，或条件允许的地方，外出祭

扫也要预约和错峰进行，须做到遵守防疫规

定，入园祭扫戴口罩，自觉出示健康码，排队

保持一米线，禁止烧纸和焚香等。

清明期间，既是墓前祭祀的时段，也是

外出踏青的时节。清明节也是继春节后又一

次规模较大的群体性活动。不过，今年的清

明节注定又是不同寻常，目前

这波疫情正在肆虐，全国多地

都处于疫情防控之际，“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的任务仍很

艰巨，稍一疏忽，就有可能消

解两年来疫情防控取得的重

大阶段性成果。

因此，所有人都必须遵守

当地疫情防控的各项规定，尤其

是那些尚属于疫区的人们，一定

要采取“云扫墓”的方式祭奠，或

送上一段旋律，或在家里点上一

支蜡烛，或在内心记下自己的感

怀，以寄托自己的哀思，这仅提

升了文明祭祀程度，更有利于疫

情防控，同样能达到缅怀先人的目的。

其实，哪怕不为了防控疫情，我们也要

养成文明过清明的习惯。不可否认的是，焚

烧冥币的浓烟，震耳欲聋的鞭炮，奢侈攀比之

风以及封建迷信思想，还在一些地方很流行，

既给生态环境造成污染，浪费钱财，又不利于

文明社会的构建。而防疫提倡“云扫墓”，我

们就应该借此移风易俗，在疫情防控之下，让

祭祀更显“清明”。

可见，让清明节祭祀更符合新时代要

求，养成更文明的祭祀习惯，不仅是疫情防控

的需要，也是新时代公民的应有之举。

清明遇疫情，务必答好防疫这道“考题”
■ 刘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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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提升的三个境界

阅己，认清自己，才能理顺生

活。悦己，接纳自己，才能活成自己

的光。越己，超越自己，未来才可

期。真正的成长，正是不断优于过

去的自己。愿你我，都能把自己活

成喜欢的样子，把生活过成想要的

样子。 @人民日报

成年人缓解难过的方式
只有一种

十几岁的难过，是拉着朋友倾

诉，写大段的文字发表在自己的动态

上，而成年人难过的表达方式只有一

种，就是沉默。也许成长的过程，就

是要把哭声调成静音的过程。也是

需要一个人去面对疾风暴雨的过

程。 因为未来的路还很长，还有生

活和梦想需要我们去奔忙。

@新华社

“全年无休”“失去自己的发展机会和选

择的权利，没有自己的生活”“与社会脱节，

没有自信”……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不少女

性离开职场，回归家庭当全职太太。然而，

全职太太并不受年轻女性欢迎，被认为是一

份“高危的职业”。（3月24日《工人日报》）

一个家庭，只要孩子老人还需要照顾，总

需要有一个人付出。然而，因为一些历史原

因，付出了还得不到相应的回报，甚至得不到

相应保障，这也难怪要引发担忧、焦虑。

实际上，近年来，关于保障全职太太权

益的呼声越来越高，很多人都开始关注这部

分群体在家庭中作出的贡献。在今年的全

国两会上，就有全国政协委员、广西柳州市

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韦震玲提交了“建议建

立家庭全职服务成员职业权利保障制度，维

护家庭全职服务成员的合法权益”的提案。

同时，2021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民法

典》确立了离婚家务补偿制度，这也是对家

务劳动无形价值的一种肯定。从提案引发

的讨论看，恰恰说明这部分群体的贡献正在

被社会公众认可。

不过，“职业权利”涉及的问题更为复

杂。一方面是，如何重返职场、各种保险如

何兜底、工龄如何计算，这些都亟待破题；另

一方面，由谁开工资、薪酬开多少、是否需要

设置KPI考核等等，都不能含糊不清；此外，

夫妻双方的关系并非简单的雇佣与被雇佣

关系，将全职太太作为一种职业，如何使之

在亲情伦理上站得住脚，还需要做更多更细

的工作。

现在不仅是“全职太太”危险，随着“全

职先生”出现，“全职先生”也很危险。而具

体如何保障一方的合法权益，本身也有很多

方法和路径。比如，我们每个人、尤其是家

庭成员对全职一方的付出给予肯定和理解，

承认他们劳动付出的经济价值；比如，有关

部门为这部分人群提供更多重返职场的机

会和必要的技能培训；再如，进一步完善相

关的法律规定，在一方诉诸法律时，能保障

他们应有的权益，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只要把“家事”当成“国事”，不断完善顶

层设计，不断细化操作措施，当下的“全职太

太”就不可能成为“危险太太”，未来的“全职

先生”也不会成为“危险先生”，从而促进新

型家庭更加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