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小将

近日，四川省通江县实验小学的
家长收到老师发在班级群的通知，请
家长到当地某酒店听报告会。周末两
天，不少家长听了报告会，但他们反
映，报告会中途推销产品。对此，学
校回应，报告会是免费的，也是公益
的，是商家在演讲过程中违规推销。
（《成都商报》）

打着举办报告会的幌子进行商品
促销，已是商家司空见惯的营销手
段。上个月中旬，笔者在参加孩子幼
儿园老师通知的 《弘扬传统文化与家
教智慧》 大型主题报告会时，中途工
作人员也推销国学经典听读机，一些
熟知套路的家长纷纷离席而去，也有
个别家长花钱买了听读机，事后感觉
上当找园方讨说法无果。

此次学校的解释看似合情合理，
是商家从中捣鬼，但真的与学校没一
点关系吗？恐怕未必。毕竟这些家长
是在接到学校通知才去的，学校不该
把自己的责任撇得这么干净。

除此之外，我们更想知道的是，
学校组织这么多家长、参加这么大规
模的报告会，教育主管部门知道吗？
如果事先不知情情有可原的话，但事
后总该表个态吧。一场场报告会变身
推销会，难道就这么一直放任不管吗？

报告会变推销会
学校真的无责？

新闻背景

活鱼下架

针对北京许多超市的活鱼下架现象，连
日来出现的各种传闻、辟谣，可谓是反转不
断、令人应接不暇——先是出现“水受到了
污染”传闻，官方辟谣“传闻不可信”；随
后又是“检查消息泄露”说法，而官方紧接
着又强调“不存在保密或泄密问题”。（人民
网）

议论纷纷

几家大型超市同时断货，很容易让百姓
的头脑中产生关联甚至疑问：超市的活鱼到
底还能不能吃？相关部门该出来走两步，给
个明确的说法。

——朱丹
实话实说，在当今商业繁荣的情况下，

三两天内吃不吃活鱼并不是什么大事。但事
件本身折射出信息发布的短板和不足，却值
得我们认真思考。

——央视
真相迟到一小步，谣言就向前一大步。

在真相没有揭开之前，对普通民众来说，媒
体的表象报道无法答疑解惑，而是需要权威
部门的扎实调查和权威发布。

——曹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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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工期岂能成建设领域“顽疾”
□新京

国务院安委办日前召开全国安全生产
工作紧急视频会议指出，江西丰城发电厂
“11·24”特别重大坍塌事故损失惨重，教
训极其深刻。从初步掌握的情况看，与建
设施工单位压缩工期、突击生产、施工组
织不到位、管理混乱等有关。（详见今日
本报14版）

从官方初查结果看，“压缩工期”果不
其然成了原因之一。这值得警醒：任何工
程都会有根据科学规律而来的建设周期，
一旦随意压缩工期，必然会抬升事故风
险。遗憾的是，“赶工期”现象挺普遍。广
东省建筑业协会会长梁剑明就曾透露，现
在的施工企业几乎没有不压工期的。

有些事故也堪称佐证，很多“短命建
筑”都“速成”，甚至是违背规律的“三边
工程(边规划、边设计、边施工)”。哈尔滨

阳明滩大桥坍塌背后，就有“赶工期”问
题——原计划 3 年完成的跨河大桥，最终仅
用了 18 个月便竣工。

压缩工期成为建设工程领域的“顽疾”，
根本缘由是利益驱使。对建设单位而言，
工期越短完工越早，项目越能早日投用，
能省钱还能尽早从项目中赚钱；对施工单
位来说，工期越短，设备租赁费用、人力
资源投入越少，资金成本也越低。

效率优先、安全靠后是大忌。“多快好
省”，不能只注重“快”“省”。

赶工期现象普遍，终需工程监管监督
到位。原建设部早就下发通知，要求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强行要求设计、施工单位
违背合同约定抢进度、赶工期。七部委在
2009 年下发通知，强调严肃工期挑战，严
禁不顾客观规律随意干预工期调整。但有
些监管者落实规定并不“走心”。

偏软的，还有对违规赶工期的处罚。
我国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规定，任

意压缩合理工期的，责令改正，处 20 万元
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跟压缩工期导致
的事故风险与损失比，这不高。即便如
此，现实中也很难找到因压缩工期单独受
罚的案例。

在此背景下，防止“赶工期”，必须建
立工期科学评估与核定制度，并将合理定
额工期作为不可逾越的“红线”。若随意触
碰，非但违法必究，还要在项目验收环节
该否则否，更不纳入优秀工程评选等。对
于问题严重的，要挂账整改，并对整改落
实情况跟踪建档。

鉴于压缩工期的常见，且隐患不小，
很多地方、部门或可开展“赶工期”进行
专项检查治理，对重大项目赶工期、超强
度违规违章生产等行为拉网排查，并将其
跟相关监管部门考核挂钩，避免让“赶工
期”为事故埋伏笔。

无 论 如 何 ， 不 能 让 违 规 压 缩 工 期 行
为，再像现在这么“随性”了。

□郭文斌

东莞一身高1.25米的 6岁小学生小桐
(化名)，随同爸爸乘坐东莞地铁，因进站
时未买票，出站时被要求全额补交6元票
款。日前，小桐的父母代表小桐将东莞地
铁的运营公司东莞轨道交通公司告上法
庭。(《广州日报》)

儿童免票“身高线”问题其实是个老问
题，这涉及儿童免费究竟要看什么的问题。
当前，儿童“免票线”呈现出一片乱象，既
有各地不统一，又有各行业不统一。这使得
家长和孩子难以适从，出现打官司也是在所
难免的。

其实，东莞地铁让身高1.25米的6岁小
学生小桐补票没有错，因为根据《广东省物
价局关于城市公共交通客运价格管理的办
法》第十一条规定：“身高1.2米(含1.2米)以
上的儿童乘车必须购票。每一名成人乘客可
以免费携带一名身高不足 1.2 米的儿童乘
车，超过一名的按超过人数购票。”但对于
孩子家长来说，孩子这么小，虽然身高已经
超过规定高度，却难以接受。

30年间，中国儿童的平均身高提高了6
厘米，而且随着儿童身高的普遍增高，近年
来，许多城市都陆续提高了儿童免费乘坐公
共交通的标准线。2014 年底，北京、杭州、
西安、南京、合肥等城市也已将免票标准线

提高到1.3米。即便是铁路，也于2008年12
月下发了 《关于调整儿童票身高的通知》，
对符合购买半价票条件的儿童身高做出调
整，由 1.4 米提高到了 1.5 米。但即便如此，
仍然难以避免在儿童免票身高上存在争议。
因此，极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全国规定以及具
体操作办法。

首先，设置儿童免费线以及半票线，这
是赋予儿童权益的保障，也是政府给予孩子
的关怀体现；其次，全国统一行业统一，且
这个免票线隔一段时间进行调整；再次，要
将年龄和身高两方面相结合。如此，既能保
障孩子的权益，又能避免争议。

儿童免票应将身高和年龄相结合

一位济南山区的七旬母亲，为给在
外地工作的儿子攒钱买房，从家里担山
货在济南街头售卖，几乎天天熬到深
夜，晚饭是凉馒头和开水。老人说，白
天卖不完夜里接着卖，有时花两块钱租
个铺位住一夜，有时就直接在街头坐一
夜。（人民网）

【点评】
@南方有嘉禾：可怜天下父母心。
@佟雪WEN：心酸，不知道说什

么好。

漯河市群众文化活动安排
中共漯河市委宣传部 2016年11月28日
序

号

1

2

3

4

5

时 间

11月28日

下午3：00

12月1日至2日

12月1日

上午8：30

12月2日

12月4日

下午3：00 4：30

活动名称

漯河市“舞台艺术进基层”

巡演

漯河市2016年“教你一招”

基层文艺骨干培训班

郾城区书法研讨班

河南民族乐团2016

走进漯河公益演出

“幸福漯河少年梦”

优秀影片公益放映活动

地 点

郾城区实验高中

漯河中州商务酒店

郾城区文化艺术中心

市人民会堂

市人民会堂

举办单位

市委宣传部

市广播电视台

市委宣传部

光波传媒（河南）有限公司

郾城区委宣传部

区文化旅游局

市委宣传部

河南民族乐团

市文广新局

近日，山东省巨野县田庄镇马庄村
村民在村里的旱厕改造动中，意外挖出
诸多金属物，经初步判断为危险物品，
村里立即报警。赶来的民警将这些物品
小心收缴，经过清点，为一批废旧炮
弹和手榴弹，炮弹16枚、手榴弹两枚。
（中新网）

【点评】
@不安于现状：怪吓人的。
@MAX木目：谢天谢地！幸好被挖

出来了。

超过免票
线收费

我才6岁

地地
铁铁
免免
票票
线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