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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高温津贴不能只靠纸上规定

今
日
头
条

因为年幼的儿子患有脑积水，
高额的医疗费让家庭不堪重负，身
为父亲的孙某产生杀害儿子的念
头。趁夜黑无人，孙某将2岁的儿子
带至宝鸡金台区蟠龙镇街道以东的
田地，抛入一口枯井中，后致其死
亡。孙某说，他当时多次在井边看儿
子时，心中也很纠结，他想让儿子活
下来，又想让儿子死。近日，宝鸡市
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孙
某无期徒刑。（6月 17日《华商报》）

毫无疑问，“抛子入井”乃是一种恶
行，当地法院判其无期徒刑也是捍卫法
律的尊严。只是，具体回归到该案背

景，我们所能读到的不只是冰冷的犯罪
事实，而是这背后的伤感。一面是困扰
儿子的恶疾，另一面是一个贫困家庭应
对疾病的捉襟见肘。本不该走上“抛子
入井”道路的孙某，是什么让他抗击疾
病的能力如此孱弱？

家庭困难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除此之外，对社会医疗保障的不熟悉、对社
会救助体系的隔阂则是更重要的因素。
孙某面对警方，曾坦言“实在没办法”，这曾
让很多人疑惑不已。毕竟，随着医疗保障
体系的建立，类似脑积水疾病，通过医保多
少能有些报销。所谓“无法承担后续的医
疗费用”，背后又有怎样的隐情？

必须看到的是，类似孙某这种行为
并不罕见，比如去年媒体曾报道，安徽
定远一名男子因无钱看病，自锯双脚。
定远男子的困难既是因为家里没钱，也
与自身未投医保密切相关。从这个角
度来说，如何推动偏远农村地区的居民
积极参保，应该成为社会保障体系改革
的一个思考方向。特别是当极度困难
的农村家庭，无力支付高额医疗费时，
社会公共救助体系能否补齐缺口，发挥
好救人危难的作用。

受限于知识文化的不足，类似孙某
一样的偏远农村居民，当他们遇到医疗困
难时，一种极端的表现即是自戕或他戕。

这事实上是公共救助常识普及的缺位。
处于关注盲点的他们，不知道用什么样的
方法，去呼唤善良群体的救援。而这，需
要相关部门引起重视，推动社会公共力量
的下沉，帮助那些处于文化边缘地带的群
体，与这个社会的救助体系接轨。

该如何遏制这样的惨剧发生，不仅
仅是谴责一下犯下过错的孙某，而应有
更多具体的反思与行动。“抛子入井”式
悲剧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是一个父亲的
犯罪，但也是本该可以避免的一桩祸
事。消弭类似惨剧，离不开公共力量的
行动也离不开个体的责任与担当。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上下班高峰期
老年人该不该坐地铁？

@人民微博：近日，重庆70
多岁的王大爷到医院看病，乘
坐地铁出站时，被一名年轻女
子责备：“老年人不该在7：00~
9：00 的早高峰期和上班族抢
轻轨！”王大爷和女子发生激烈
争吵，最后女子报警。老年人
高峰时期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你怎么看？

能错峰的时候谁愿意高峰出行

@沉默是一种回音_来自
你：老年人能错峰的时候谁愿意
高峰出行？

@天蝎依人：善待老人，就
是善待明天的自己。

@茶米兔：尽管上班族感觉
很累，但老年人亦有急事。更何
况，地铁已经到站，老年人将要
下车，在这样的情况下指责对方
不该和年轻人抢轻轨，只是一种
矫情。到站大家都下车，各忙各
的，谁也没碍着谁。

老人在上班高峰坐地铁
应考虑到安全

@violayue：老人在上班
高峰出来，的确不方便，而且从
自身安全角度考虑也应该尽量
错峰出行。

@李阶：老年人群体真的很
特殊。一方面，他们是我们社会
需要保护和尊敬的人群；另一方
面，老年人在身体素质等层面又
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从这个
角度来看，“最好不在早晚高峰
乘坐地铁”虽然是一句气话，但
也包含一种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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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什么来抵御城市“瓷砖雨”
上世纪80年代，一幢幢身着瓷

片的高楼为城市带来光鲜。而今，
这些日渐老旧的华服成了一柄柄
利剑，在远高于百尺的危楼上，摇
摇欲坠。在长春、沈阳、成都、武
汉……面砖脱落屡屡见诸报端，有
的把做雨篷的钢化玻璃砸成了蜘
蛛网，有的嵌进了商铺招牌，有车
窗被敲出大洞，有人头上、肩上鲜
血直流。（6月17日《中国青年报》）

城市“瓷砖雨”是不该出现的“风
景”，严重威胁公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眼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第一
批瓷砖建筑，已经进入问题爆发期，
最近一些新建的住宅楼热衷于在外
保温层上贴面砖，面砖脱落的潜在危
险也在悄然增大。城市管理者必须
高度重视这一问题，采取有效措施消
除“瓷砖雨”隐患。

其一，限制瓷砖使用。有专家
指出，瓷片脱落是建筑的“通病”，

“就像人得感冒一样”。尤其在没有
及时维修的情况下，面砖脱落“只是
时间问题”。鉴于此，必须严格限制
瓷砖作为建筑装饰的使用，特别是
高层建筑更要坚决禁止。近年来，
上海、江苏、重庆等多个省市相继颁
布了规定，限制设计、使用外墙面砖
和禁止设计、使用马赛克等外墙瓷
质贴面材料。西安市从 2011 年 9 月
1 日起，要求 3 层以上建筑禁用瓷质
面砖做外层饰面。以制度形式为瓷
砖划出禁区，能够最大限度消除降
低“瓷砖雨”的发生。

其二，加强施工监管。瓷砖脱落
的背后，既有工艺技术的先天不足，
也有偷工减料的后天畸形。传统水
泥粘贴方式，很容易造成瓷砖的日后
脱落。同时，一些建筑企业使用不合
格的沙子和面砖，为赶工期一次粉刷
到位，导致瓷砖和楼体“貌合神离”，
进一步加剧了脱落风险。对此，有关

部门应加强对施工企业的监管，在建
筑标准中统一要求用陶瓷专用黏结
剂取代传统水泥粘贴，同时，推进住
宅产业化，鼓励和引导开发商使用外
墙复合夹芯板，从而为建筑“定做”外
衣，彻底杜绝脱落的风险。

其三，厘清维护责任。近年来，一
些小区发生瓷砖脱落后无人管理，除
了业主意见不统一，维修基金也难以
申请下来，同时，在造成人员伤亡的赔
偿问题下，业主和物业之间也往往相
互推诿。俗话说“三分治，七分养”，
高层建筑的保养维护能否到位，也是
决定“瓷砖雨”的关键因素。在新加
坡，法律规定物业每年 6 月、12 月对
大楼外观进行检查，只要业主曾经报
修，大楼外观出现任何事故由物业负
责；没报修的情况下，由业主负责。这
种做法值得借鉴。厘清业主和物业的
责任，有助于双方形成合力，及时发现
和消除瓷砖隐患。□张枫逸

根据规定，每年 6 月至 10 月
期间，劳动者从事露天岗位工作
以及用人单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
将作业场所的温度降低到33℃以
下的（不含 33℃），用人单位应按
月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广东
的标准为每月 150 元。不过，一
名工人近日网上发帖表示，自己
和 200 多名工友 5 年都没领过高
温津贴。（6月 17日《广州日报》）

令人遗憾的是，劳动权益保障

的监管，一直都停留在“不告不理”
和忙于善后的末端治理。诚然，劳
动用工的广泛性，不可能盯住每个
用工的主体。但是，这并不能掩盖
监管主动作为与智慧不足的偏差。
治理欠薪是如此，推动企业发放高
温津贴恐怕更容易忽视。更何况，
这期间劳动者不敢维权、不愿维权
的症结，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监
管作为的土壤。让劳动者把饭碗与
这点高温津贴放在取舍的天平上，

孰轻孰重，不言自明。监管不站出
来替劳动者说话，难道还要等到劳
动者“乞讨”和“告状”？

高温津贴福利的落实如何，也是
监管作为的一张试纸。如果企业这
点小钱都不能监督兑现，与劳动者切
身利益相关的权益又如何能落实？
眼下高温将至，监管应增强主动性，营
造推动落实的氛围，尽管会存在一些
困难，但是只要把劳动者的权益放在
心里，相信办法总会有的。□木须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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