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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将

十多人被困电梯四十多分钟，情
急之下赶紧拨打电梯内的紧急联系电
话，不料三个电话竟然一个无人接
听，两个是错的，其中一个号码还少
了一位数字。近日，陕西的张女士遭
遇了这惊险的一幕。对此，事发小区
七彩阳光小区物业表示，电梯内的紧
急联系电话是以前贴的，将立即更换
新的。（《华商报》）

应急电话本该在危难时刻为被困
者架起与外界沟通的“桥梁”，却偏
偏在关键时刻掉链子，暴露出相关部
门自身管理的漏洞。如果工作人员平
时多些责任心和担当，这样的事情完
全可以避免。

欣慰的是，此次电梯遭遇，张女
士和其他人只是受了惊吓，并没有造
成恶劣结果，但我们不能因此心存侥
幸，不管不问，得过且过。亡羊补
牢，犹未晚矣。但愿通过这件“小
事”，能引起相关工作人员的重视，
应急电话过时了可以再更新，但安全
意识任何时刻都不能放松。

电梯应急电话
不该成摆设

认定贫困生看话费

事件回放

议论纷纷

日前，江苏大学学生工作处正式公布
了对4463名贫困生话费调查的大数据处
理结果，对月平均消费100元~150元的
同学，学校建议采取降级处理；对月平均
消费超过150元的同学，则建议取消贫困
生资格。此次行动共有21人被取消了贫
困生资格，还有32人从家庭经济特殊困
难降级为一般困难。（《扬子晚报》）

江苏大学采取话费调查的方式，本身
是为了做到“精准扶贫”，这个出发点没
错。不过，这种做法本身也有一定缺陷。
比如江苏大学要求学生提供的仅两个月的
话费记录，虽然调查对象的普遍性有了，
但数据采集的完整性稍显不够。因为这其
中可能会有一些偶然性。

——邓聿文
精准识别贫困生，需要的是精准，学

校应避免单一的考量办法，把衣食住行都
涵盖进来进行综合考量。

——戴先任
仅靠话费“精准识贫”，很容易陷入

“盲人摸象”的片面境地。而要避免这种
尴尬，还需要摆脱纯粹的技术依赖，多深
入学生生活了解实际情况，利用信息联
网，从生源地获得更多可靠数据，并配合
其他信息综合研判分析，才能真正做到精
准扶贫。

——余明辉

医治“药荒”管理不能“撂荒”
□刘 旸

近来全国多个城市出现“药荒”，其中
不乏鱼精蛋白这样的救命药。一些患者因
此不能及时手术，病情被耽误。面对“药
荒”，相关部门应尽快“出手”，拿出系统
性方案，疏导药品供应链中的梗阻，绝不
能让管理“撂荒”。

一些救命药短缺并非偶发事件，鱼精
蛋白 5 年前就曾大规模断货。目前，在一
些县级医院，治疗农药中毒的氯解磷定和
部分抗癌药的供应形势也非常紧张。如果
说 前 些 年 的 “ 药 荒 ” 与 药 品 市 场 定 价 偏
低、药企生产积极性不高有关，那么为何
在去年国家放开药品价格后，今天依然会
出现廉价救命药品“断供”局面？人们至
今没有得到合理解释。

廉价救命药一般具有药理作用独特、
可替代性差、利润低且临床需求不确定等
特点。以往政府职能部门曾靠紧急协调或
一纸命令等方式抑制“药荒”，但实践证

明，这种做法难以根治顽疾。药企往往在
“药荒”后很快迎来生产过剩，滞销带来的
亏损令企业不堪重负。久而久之，这种恶
性循环最终转嫁到患者身上，让很多人深
受其苦。

在与人民健康安全息息相关的药品等
领域，政府部门应以有效的制度设计激发
药企生产积极性。例如，对生产公众基本
用药的定点药企采取适度补贴、减免税收
等措施，引导和规范生产和流通环节的市
场行为，平衡药品市场的供求关系，补足
相关产业链的发展短板，确保公众用药需
求得到满足。

想要根治“药荒”，相关部门还应对申
请廉价常用短缺药生产并符合资质的企业
予以支持。尽快完善公众用药储备、预警
等一系列安全保障机制，从制度执行层面
保障药品供应，像保障重要民生物资那样
对危重病人和慢性病患者需要的常备救急
药进行科学的供应管理。唯有如此，医生
才能“有方可开”，患者才能“有药可医”。

公交长蘑菇14人被问责值得称道
□肖 杨

乘客在武汉乘坐413路公交车，发现车厢
顶部长着几棵大蘑菇。武汉公交集团对相关
线路驾驶员、站勤人员和相关领导共14人，
作出了相应的问责处理。（《楚天都市报》）

第一次看到公交车内长出蘑菇，不少市
民把这当作一件趣事，比如有网友调侃：
采 蘑 菇 不 必 再 上 山 ， 只 需 公 交 车 上 转 一
转。听说因为此“小事”14 人被问责，也
许有人会嘀咕是不是小题大做了，甚至会
心生同情。

的确，将心比心，公交战线的工作人
员，尤其是驾驶员，十分不容易。此前，四
川南充一辆公交漏雨，司机顶着塑料袋开
车，网友纷纷点赞其敬业。然而，无论是公
交车漏雨，还是公交车长蘑菇，均暴露出其
投入和管理上存在的疏漏。

公交车内的蘑菇，并非一时半会长出来
的，维护管理中为何没能及时发现？长蘑菇
的原因是什么，是否存在安全隐患？而公交
车上长出的蘑菇，更让公交形象沦为笑谈，

小细节折射大问题，也有损城市“窗口形
象”。

众所周知，公交集团虽是企业，但不同
于一般企业，公益性远远大于经营性。公交
姓公，历来是城市公共服务意识的试金石。
公交优先，就是百姓优先，发展公交，就是
发展民生。公交长蘑菇带来的“寒碜”，如何
保证公共服务质量，又如何维护城市文明的
窗口形象？

由此看来，公交长蘑菇问责14人，并非
小题大做，它传递的是一种民生态度。民生
责任无小事，确保公交的公益性，管理上必
须层层到位，失职追责理所当然。当然，确
保公交的公益性，也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
涉及公交设施改善、隐患整改等方面的投
入，必须重视，必须舍得。

公交长蘑菇，不能止于调侃。问责 14
人，正是说明，公交事业无小事，无论是车
厢美化、车辆更新，还是服务与管理水平的
提升，都不能掉以轻心。只有切实改善城市
交通环境，才能让民众真正感受到公共出行
的尊严与便利。

5月8日，张家界首届龙虾文化节在
溪布街火宫殿举行，大师唐程刚在一个
直径近2米的大锅内展示徒手爆炒龙虾的
绝活，吸引了众多游客的围观。“这个油
温还算一般，大约是110℃~120℃。”已
年近五旬的唐程刚表示，他挑战过最高
的油温约为140℃！（中新网）

【点评】
@梧桐：不得不感叹，真是高手在

民间！
@蝉游小队长：铁砂掌。
@司徒长信：好想吃……

□姚友明

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和崇礼县之间
的一段县级公路，因为沿途风景非常优美，
被称作“草原天路”，吸引了大量自驾游客。
5月1日，张家口张北县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发
布了《张北县物价局关于草原天路风景名胜
区门票价格的批复》，确定草原天路风景名胜
区开始收取门票，门票价格为 50元/人次。
（详见今日本报22版）

公路本姓“公”，拦县道收费缺乏法律依
据。面对优质资源不去琢磨如何发展纵深
游，而是盯着门票收入“收快钱”，“天路收
费”的背后，隐现着相关部门的权力傲慢。

“草原天路”是一条县级公路，根据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 中的相关规定，“技术
等级为二级以下 （含二级） 的公路不得收
费”。由此来看这条公路并不符合收费条件。

应该说，政府修建这条路的初衷是为了
方便大家通行。如果按照当地政府部门的

“收费逻辑”，只要是沿途风景秀美的公路就
可以圈进景区收费，新疆、西藏、云南等地
的许多公路，岂不是都可以围起来卖票收
钱？究其根源，“天路收费”的逻辑是“此路
是我开”的傲慢，以及对依法行政的漠视。

想要发展旅游产业，必须注重如何“开
门纳客”，只盯住“门票经济”是目光短浅之
举。熟悉旅游行业的人都知道，旅游收入中
门票营收只占少数，餐饮、住宿、娱乐等收
入才是“大头”。谁能让游客待得住、留得
下、钱花得出去，谁就能使旅游业成为地方
经济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早些年杭州西湖
周边景点实行免费开放，不久前湖南凤凰古
城暂停“围城收费”，都证明只有眼光长远才
能获得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如果此次“天路收费”能够顺利推进，
那么“拦路收费”模式很可能会产生示范效
应。希望当地有关部门能思量再三，守住法
规“红线”。因为，如此方符合依法行政的时
代要求，顺应当下旅游产业整体的转型升级
方向。

拦住“天路收费”背后的权力傲慢

（请本版作者速与本报联系，以奉稿酬）

戴着头盔，系着安全绳，12名攀树
教练在总教练的指导下，在苏州市盘门
三景香樟林里，一步一步沿着树干向上
攀爬。据说，这一项目即将走进苏州校
园。经记者多方求证得知，目前，这些
刚刚受过专业训练的教练正在加紧进行
巩固训练，将在6月份陆续走进苏州校
园，教学生攀树。（《扬子晚报》）

【点评】
@阿诺德：徒手爬树才叫爬树。
@第七号公路：我小时候爬树都不

用绳子！
@冷酷到底：考虑过树的感受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