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了多少小时，能领多少薪水，一个APP即可全
知道。在福建省的许多建筑工地，建筑工人无需再和工
程方“扯皮”，工资发放有四方同时监督。“这些工程项
目创建了‘无欠薪项目部’，通过建立施工企业劳动者工
资单独列账和直接发放等管理机制，防止因层层拨付工
程款造成欠薪问题和监管困难。”福建省人社厅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据《工人日报》）

“年年清欠年年欠”是当下农民工欠薪治理的真实写
照，建设施工领域成为农民工欠薪的高发区、集中区。

“无欠薪项目部”活动，其实是把治理关口前移，以一系
列制度为抓手，从平时就着力于欠薪的防范。通过农民
工实名制管理，建立工资应急周转金，并实现了全覆盖
等一系列措施，着力于事前预防，使欠薪得到有效遏
制。“无欠薪项目部”值得推而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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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父母唠叨”也是尽孝

□堂吉伟德

针对山东省郓城县某学校使用印
有“山东梁堤头眼科”广告字样的奖
状一事，1月24日晚，郓城县人民政
府通过官网回应：已对涉事校长作出
停职处理，对涉事眼镜店立案调查；
纪委监委已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调查，
将依法依规进行严肃追责处理。（据
《新京报》）

无独有偶，近日有媒体报道，四
川省南部县第二小学在期末发放了

“学生综合素质报告书”，家长发现这
份报告书上除了记录孩子学习成绩
外，竟然还有童装店的广告。此事被
曝光后，当地教育局介入调查，并责
成该校通知各班不再发放该报告册，
同时要求已经发放报告册的班级立即
回收并销毁。相比较而言，山东相关
部门对奖状上印广告的行为在处理上
更有力度。

结合之前媒体曝光的案例，商业
广告进校园的乱象看来依然存在，离
禁绝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囿于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没
有独立而理性的判断能力，容易受到
商业广告的误导，给成长带来困扰。
正如有专家所言，“如果把广告做进课
堂，做进教科书，就会对孩子的学习
造成干扰，对其成长没有好处。”禁止
商业广告的侵袭是保护未成年人权利
的必然之举，也是教育机构及其从业
人员应当履行的基本责任。因而，无
论从道德层面，还是法律方面，严禁
商业广告、商业活动进入中小学和幼
儿园，都是必须恪守的底线，也是最
基本的教育伦理。

广告法明文规定，净化儿童成长
环境、学习环境，在幼儿园和中小
学，以及孩子们的课本、文具、校车
上，周边环境和校园环境里，都不能
做商业广告。规定这么多，为什么商
业广告还能“钻进”校园？

究其所因，还是一个利益因素在
作祟。教育逐利化和教育商业化的目
标下，未成年人沦为牟利的工具又何
止于此，从有偿补课到教辅乱象，从
校服事件到食品安全，教育伦理早有
滑坡之势，教育领域的种种矛盾也呈

现泛化的问题。
乱象须用重典，对于商业广告混

进校园的问题，一纸文件无以解决，
一次集中整治也难实现治本，还需要
构建以主体责任为基础的配套体系建
设。除了要建立规范的审批和把关程
序外，对于顶风作案者要高压打击，
让其付出沉重代价，比如对于具体的
实施者、主导者和组织者，应当根据
性质的不同而启动问责程序，该免则
免，该撤则撤，该追则追，不能失之
过软和失之过宽。大棒高高举起、轻
轻放下，甚至“回收了事”或者“自
罚三杯”——像这样没有刚性的问责
倒逼和效果考核，“小学奖状现眼科广
告”此类恶例，显然是很难得到根治
的。

奖状上印广告 底线去哪儿了

□郭元鹏

对于“父母爱唠叨”，年轻人的体
会比中年人更加深刻。记者在徐州街
头随机找了二十个17岁~35岁的年轻
人做了一个小调查，其中有70%表示
父母爱操心、爱唠叨：一位17岁的中
学生说，有个爱唠叨的老爸让我崩
溃；一位25岁的白领说，爱唠叨的老
妈能把我逼疯；一位在徐州务工的青
年说，这个春节真不想回家，父母都
是唠叨大王。（据《彭城周末》）

从记者的采访来看，大多数的人
是不能接受“父母的唠叨”的，他们
认为“父母的唠叨”严重影响了自己
的生活，甚至有人春节都不想回家
了，就是为了不听“父母的唠叨”。

“父母的唠叨”需要从多方面解
读。你如果只是钻牛角尖，“父母的唠
叨”就是一种杂音了。而如果你能听
懂“父母的唠叨”，你感受到了就会是
比音乐还优美的旋律。“父母的唠叨”

是不是杂音，取决于我们的心态和聆
听的角度。

现实生活中，作为父母，总是习
惯于唠叨的。你学习如何了？你恋爱
了吗？天如此寒冷岂能只穿西服？在
单位里是不是做到了团结同事？花钱
岂能像流水？到家了别忘了看看你的
朋友们！这些温暖的话语，在一些人
听来就是烦恼。而实际上，这是亲情
的叮咛。

随着社会的变革，我们很多人都
是在外地就业的。一年回不了几次
家，好久没见了，父母总是有说不完
的话。这些话父母已经沉淀了好久，
看到了自己的孩子，岂能不絮絮叨叨
的？这时候的唠叨其实是父母找个理
由和我们亲近，我们需要做的是耐心
聆听，让父母的爱有个表达的出口。
即使父母说出的话语是漫无目的的，
是“牛头不对马嘴”的，可是我们应
该听懂里面的亲情诉说。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就是这个道
理。有的时候“父母的唠叨”我们听着

总是不习惯，他们的语言也是“老土”
的，甚至没有一个是时尚的辞藻。不
过，正是这种平凡的语言，才说出了人
生的真谛。父母说出的是唠叨，更是人
生经验。俗话说得好：老人吃的盐比我
们吃的面都多，老人走的桥比我们走的
路都多。老人经历了很多很多，他们有
着丰富的社会经验，这些唠叨的声音传
递给我们的就是做人的道理，就是人生
取胜的法宝。我们应该虚心地听听“父
母的唠叨”。

对于父母的唠叨，每天朝夕相对的
人，和身在他乡异地的人，会有不一样
的感受。最为关键的是，我们面对“父
母的唠叨”是什么样的心态，你理解了
父母的爱，听到的就会是优美的旋律。
经常有父母唠叨的人都是幸福的人，因
为他们关心你才会唠叨你。

等到父母不在的时候，我们到哪
里还能听到他们的唠叨？请珍惜“父
母唠叨”的幸福，春节回家让我们学
会聆听“父母的唠叨”。何况，聆听

“父母的唠叨”也是一种尽孝的方式。

日前召开的河南省道路运输工作
会议透露，2019年河南推进“万村通
客车提质工程”，到今年年底，实现
所有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客车；
到 2020 年年底前，打造以“公交化
运营+班线客运”为主、以定制客运
为辅、以“预约班”为补充的村村通
客车“升级版”。

据了解，2018年，河南省贫困村
通客车目标全部实现，新增通客车贫
困村 460个，33个贫困县提前实现通
客车目标，全省贫困村通客车率达
99.6%。新增农村客车 376 辆，新增
农村客运班线 194条，新增通客车行
政村 761个，全省行政村通客车率达
98.9%。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
说，全省将坚持以路设线、沿村选
点、延伸老线、补足新线，研究确定
拟通路线，重点提升服务、强化点线
衔接，统筹农村客运与城市公交、长
途班线的衔接与融合，保证县-乡-村
线路的互联互通。加快完善基础设
施，提升通客车公路基础条件，完善
县级客运站功能，根据需求在客流密
集处设置港湾站、招呼站，在建制村
2公里范围内合理设置候车亭或停车
站（牌）。 据新华社

今年将实现建制村
全部通客车

做好医疗信息化建设是让百姓少
跑腿、缓解大医院人满为患的有效途
径，2019 年河南省远程医疗将继续

“延伸下沉”。记者从河南省卫健委获
悉，今年河南省将“推进升级远程医
疗服务体系”作为打造优质高效医疗
服务体系的中心工作之一，目标是将
远程医疗辐射到所有乡镇卫生院，有
条件的可以覆盖到村。

2018年，河南省远程医疗加速发
展，目前，远程医疗已覆盖省内所有
县级医院，去年累计开展远程会诊26
万例、远程诊断69.5万例，很多生活
在县域内的居民足不出户，就能在

“家门口”享受到省级大医院同质化
的诊疗服务。

据悉，2019年河南省将推动一个
平台、一张网络、一套数据中心体
系，充分发挥远程医疗的协同作用。
目前，依托国家远程医学中心已建立
省级远程医疗综合交互平台和互联网
医疗监管平台，省直 6个单位远程医
疗系统基本完成系统整合接入，2019
年将完成所有县医院在该平台与所有
省直单位进行远程会诊和数据交换。

河南要求，全省各地要积极推动
医联体内的数据交换中心、远程医疗
服务中心、医疗资源调配中心建设，
促进互联网与医疗健康服务融合发
展，实现患者信息互联互通，推动远
程医疗向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延
伸下沉”。同时，各级医疗机构要加
强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信息化建设，
到 2020 年实现三级医院电子病历信
息化诊疗服务环节全覆盖。 据新华社

远程医疗将辐射
所有乡镇卫生院

河 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