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我们对文山会海早就
不再陌生，但听着这些干部的吐
槽，似乎还是令人咋舌——一年
要先后参加 500 场各式各样的
会议，一个月有二十几天要去开
会，而去开会的任务居然是来填
满座位，适时鼓掌、制造效果！
文山会海折腾到如此地步，也真
算是一大“奇葩”了。

早就有很多官员在疾呼：
我被“文山会海”压得喘不过气
来！官员整天被各式会议缠

身，哪里还有什么时间和精力
去为老百姓办实事、谋福祉？
难道要百姓去会场上找领导
吗？看看那些“扯淡”的七会八
会吧，比如说区里要举办一个
大型活动，其实在信息社会，相
关精神和指示我们已经通过媒
体、内部网站和内部邮件的方
式获悉，但还是要分别通过开
一次区级大会、一次部门会议、
一次条线系统会议、一次街镇
级别的会议来层层开会传达，

传达的内容都是一模一样的，
甚至与会人员也都是同一批
——很多人的青春，就是在如
此低效、无聊的会议里消耗了。

形式主义害死人啊，文山
会海的积弊由来已久，成为官
场病之一，这与建设高效廉洁
的服务型政府相去甚远。如果
我们的很多官员都成为了请填
满座位、请适时鼓掌、请制造效
果的会议道具，那简直是民生
的一大灾难！

高温也被有的人称为灾害。
1995年7月，热浪灼烧芝加哥城，造
成700多人死亡。纽约大学社会学
家肯林堡在研究惨痛教训后说：“必
须将热浪作为芝加哥的社会灾难问
题看待。”指出“热浪是一种特别的
灾难，因为主要针对穷人”。如果我
们只是发布有关预警，而不采取任
何措施，那么没有多大的意义。

我国在 2012 年对 1960 年公
布的《防暑降温措施暂行办法》进
行修订，制定了《防暑降温措施管
理办法》，规定最高气温 40℃以
上应停止室外露天作业，35℃以
上室外露天作业可享高温津贴，
高温作业中暑诊断为职业病的可
享工伤保险等。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规定还存
在着很大的不足，一是标准过高、

不 细 。 人 的 身 体 正 常 温 度 是
37℃，40℃以上应停止室外露天
作业，这样的温度显然是过高
的。世界气象组织建议高温热浪
的标准为：日最高气温高于32℃，
且持续3天以上。对照这样的标
准，我们应该降低。另外，由于工
作环境的不同，每个人适应高温也
不同。因此，我们在高温下必须考
虑多种因素，如湿度、温度，或直接
接触发热物体还是在高温封闭式
空间工作以及工作强度等。

二是谁来监督要明确。有了
规定，不加强监督，不去执行，就
没有多大意义。现在我们看到有
很多规定，只管发通知，但谁去执
行和监督却不明确，导致有的规
定不能实施。如高温补贴，虽然
实施了很多年，还是有很多应该

得到的人没有享受到。
三是惩罚不清楚。既然有了

规定，那么就应该对违反规定的有
惩罚，可是多年来，我们看到多少
企业因违反这些规定而受到惩罚
的？得不到惩罚，主要的是我们没
有惩罚规定，如规定日最高气温达
到35℃以上、37℃以下时，用人单
位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
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并且不得安
排室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规
定是有了，但是一旦有企业违反了
这个规定由谁来惩罚，如何惩罚，
却不清楚。

应对高温需要有关部门做的
事情很多，不能仅仅发布预警就了
事。希望有关部门能拿出更多的
行动，让高温下的劳动者安全工
作、清凉度夏。

今日关注

中央气象台17日发布今年首个
高温蓝色预警，预计18日白天，我国
将有10个省市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
大范围高温天气。

（6月18日《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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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报道来看，此次由最高法到
地方法院对二审判处死刑的案件
进行复核，是少有的，“即使在影响
巨大的浙江吴英案中，也未在复核
阶段专门开庭由控辩双方询问证
人并发表意见”。由此可见，就连
最高法也对此判决有疑问。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显然
还是出在刑讯逼供上。不论是与
被告人杨方振关押在同一个号子
里的犯人的作证，还是杨方振曾给
其父亲写过一封信里的描述，都坐
实了案件中警察对嫌疑人的刑讯逼
供。与杨方振关在同一个号子里的
犯人李某“看到杨方振从大腿到脚
部都发肿，脚肿得拖鞋都穿不上”。
此外，李某还看到，“杨方振的胸部、

后腰等好几处又红又紫，右手中
指和食指间也有伤，经询问，杨方
振声称是提讯时被警察打的”。

而杨方振在给父亲的信中写
得更凄惨：“刚被抓到公安局，警
察就拿电棍电我的两只手，给电
肿了以后，又把牙刷放在两个手
指之间转；还有警察拿钳子捏我的
大腿内侧和胳膊里侧；把擦桌布塞
在我嘴里，然后用手扇我脸；有警
察拿橡胶棍打我的腿和脚……在
公安局里打得我生不如死，我现在
只想老老实实的让他们别打我，至
于以后判死刑，我也觉得比在公安
局里强太多太多了，你们根本无法
理解那种痛苦，那已经不是人可以
忍受的了……我现在就想要个痛

快。”
尽管一直呼吁严禁刑讯逼

供，甚至将严禁刑讯逼供写进了
刑法，即不得强迫人证实自己有
罪，可我们有些警察在审案件时
仍然耐不住“手痒”，有关对嫌疑
人进行刑讯逼供的事件也就“层
出不穷”，这真该引起中国最高法
和最高检的重视。

现在且不说嫌疑人杨方振认
为自己是冤枉的，即使其罪当死，
也不应该受这种刑讯逼供的罪。
最关键的是，谁都明白，刑讯逼供
往往就会制造冤案，甚至出现草
菅人命的后果，而在这方面，我们
的教训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有些
警察为何就不肯吸取教训呢？

依法治国

刑讯逼供
往 往 导 致 草
菅人命

□武静（河南）

6月17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在
河北省黄骅市法院开庭，就被告人杨
方振被二审判处死刑一案进行复
核。据悉，这是自2007年1月1日最
高法收回死刑核准权以来，首次参照
二审的庭审程序开庭。

（6月18日《北京晚报》）

对于这条新闻，很多人的关注
点放到了每天七八百美元的收入
上，这倒是真的挺让人羡慕，但是，
也要考量美国的物价水平。我更关
注的却是美国的城市管理，他们会
不会因为一个个小摊点的四处游
荡，而变得肮脏了、杂乱了。

事实证明并不是这样，尽管
美国城市底层社会的人们也挺多，
尽管美国社会宽容了小商小贩，但
是，他们的城市管理、城市秩序、城
市形象没有什么损失。城市不是
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方。有城市就
有人，有人就要有一张嘴，再无情

的城市都要能容得下一张嘴。
这张嘴就是百姓的“嘴”。生

活在底层社会的人们，开开门，
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大事情。
这些东西哪里来？需要用勤劳
的双手去创造。能够坐在冬暖
夏凉的办公室里是让人羡慕的，
也是很多人所追求的。但是，当
这个社会的职位还不足以让每
一个人都可以悠闲地喝茶看报
的时候，这样一个群体就出现
了，这个群体就是在风雨中、阳
光下、街头上、巷尾里以各种营
生生存的人们。他们的自食其
力需要一个载体。

尘世需要一个城市，城市需
要一张漂亮的“脸”。尘世也需要
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也需要一张

“嘴”。城市的脸和百姓的嘴原本
就不矛盾，脸和嘴都长在头颅上，
原本就是和谐共生的。一张脸如
果没有嘴，那会是多么恐怖啊！而
洛阳大叔在美国卖凉皮、卖肉夹馍
的成功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
道理。

街谈巷议

城市要容
得下一张吃肉
夹馍的嘴

□郭元鹏（江苏）

肉夹馍、凉皮、花生米……这些
食物在中国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可这
两天，来自洛阳孟津的“草根一族”谢
云峰却让这些食物在微博上掀起了一
波又一波的话题。因为不懂英文的他
勇闯天涯，在美国纽约的大学门口摆
起小摊，卖肉夹馍、凉皮、花生米……
既当厨师又当售货员的他将传统的
中国小吃做得风生水起，生意好时有
七八百美元收入，令人刮目相看。

（6月18日《郑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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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
高考状元为何“一路向西”

日前，中国校友会网发布最新
高考状元调查报告称，在国内完成
本科学业后，大多数高考状元选择
继续出国留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保守估计全国“状元”中出国留学比
例高达60%。优秀学子为什么选择

“一路向西”远走异乡？想想看，优
秀学子选择“一路向西”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走出去的理由是对身边教
育的失望；选择“一路向西”并不可
怕，可怕的是留下的人无动于衷，无
所作为，麻木不仁。这就需要我们
的高校深刻反思：如果不从整体实
力上提升，不从教学理念、育人手段
上真正加以完善，必将有更多的青
年学子“用脚投票”。

新京报
标语颂扬的副县长是谁的好干部

6 月 14 日下午，以安徽省潜山
十强企业为首的企业老总，到高速
路口欢送在当地挂职两年的张林森
副县长回安庆。送别现场燃放了鞭
炮并打出“习总书记：您为有张林森
这样的好干部感到骄傲！”“有这样
的好干部中国梦一定能实现”等横
幅。这等奇葩标语一经网络流传，
令无数网民惊讶。鞭炮阵阵、横幅
飘飘，本是企业家和官员依依不舍
的感人场面，但公众却倍感滑稽。
法治时代，官员的作为，不过是恪尽
职守，怎能享受如此高的“赞誉”？
当然，这些“用力过猛”的标语，可能
只是当地企业家逢迎拍马，玩过了
头，但送别官员的主流群体是当地
企业老总，很耐人寻味。

潇湘晨报
如果海豚会说话

6 月 16 日下午，有市民在海南
省三亚市海域发现一头搁浅的海
豚，随后拨打相关部门的电话求
助。而就在等待专业的救援人员到
达的过程中，一些正在海面上游泳
的游客和市民闻讯而来，纷纷拿出
手机拍摄这头受伤的海豚，更有甚
者，不停地要求救生人员将已经奄
奄一息的海豚抬出水面与之合影。
对此，一位路过的老渔民称，这些做
法非常不妥，海豚很容易呛水而导
致死亡。如果受伤的海豚会说话，
它该如何面对那些好奇的人们？是
训斥他们还是默默无语？我不知
道，或许我们在记住那句“没有买
卖，就没有伤害”的同时，更该记住

“如果你不能保护它，那请你不要伤
害它”。

钱江晚报
何不先破“校长”的铁饭碗

最近教育界发生的一系列丑闻
让公众倍感愤怒，其中不仅有师德
的忧虑，也有对近年教师制度建设
的反思。为回应公众的诉求，教育
部表示，对于师德建设，今年内将出
台教师师德考核评价规定，为师德
划出“红线”。对于制度建设，要打
破教师的铁饭碗，实行五年一注
册。此次出台的相关规定能否成
功，“去伪”当然有必要，“存真”才是
根本。当下的师德危机，恰恰因为
个别办学者和教学者不仅是“外
行”，更是“禽兽”。发掘那些专心教
育的“教育家”，而不是为了升官发
财泡妞等其他目的混入教师队伍的

“搅局家”，才是教师注册制的使命
所在。打破“伪校长”们的铁饭碗，
让真的教育行家们回归雀巢，方是
纯洁教师队伍最优选项。

这种形式
主义太奇特了

□吴杭民（杭州）

手拿会议通知，在上海市某街道
工作的郑先生一声叹息，这已经是一
周内第七个会议通知，“别的事情都
不要干了”。过去一年，他先后赴了
500场大大小小的会议，而该市某区
某部门副职张先生说，他一个月有二
十几天要去开会，常常觉得自己就是
一块背景布，任务是来填满座位，适
时鼓掌、制造效果而已。

（6月18日《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