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投稿

微信：15003951803
QQ：312439348
请本版作者与本报联系，以

奉稿酬。

2019年4月11日 星期四 责编：李小将02 时评

防患未“燃”才是对消防员最大支持

集赞代罚

□苑广阔

四川凉山州木里县森林火灾中，
27名消防员不幸遇难的消息牵动人
心。在关注遇难者的同时，大家也将
目光投向了自己身边的消防人员。近
日，多地消防中队反映，陆续收到市
民匿名送来的各种礼物。针对这种无
法回绝的好意，最近，济南消防支队
高新区大队茂岭山中队给市民们写了
一封名为《把心意留下，把礼物带
回》的回信，张贴在中队门口。（据人
民网）

四川凉山木里县森林火灾的发
生，让当地消防员做出了巨大的牺
牲，同时也让消防员这一职业群体赢
得空前的关注。他们面对困难和危险
勇敢逆行的背影，深深触动了无数人
内心最柔软的那部分。仅仅只是在网
络上、在微信朋友圈为消防员点赞，

已经无法完全表达公众的敬意，于是
很多人选择了最直接也最朴素的方
式：送礼物。

群众送礼物的感情是真挚的、诚
心诚意的，这是对消防员群体一种莫
大的肯定，那些“我们不愿你们当英
雄，只愿你们每次出勤都平安归来，
一个都不能少”的留言，更是让人心
头倍感温暖与欣慰。这些礼物作为群
众的一种自发捐赠，并不违反国家相
关规定，但我们还是要说，对消防员
群体最好最大的呵护与尊重，并不是
给他们送上多么贵重的礼物，而是以
自身的实际行动理解和支持他们的工
作，积极消除身边的安全隐患。

正如有网友所说，对消防员群体
真正的呵护，就是让我们的身边没有
火灾等危险情况发生，就是让消防员
们毕生所学永无用武之地。虽然说这
只是一种美好的祝愿，因为也有很多
安全问题是客观原因导致的，但至少

我们可以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对消防
员的工作多些理解、支持与配合，减
少他们出勤的次数，也就等于是减少
了让他们置于危险境地的概率。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其
实有很多。在家里安全用电、用火，
消除家庭安全隐患；在小区里规范停
车，不堵塞消防通道，不给消防队员
们的工作添堵添乱；在大街上碰到紧
急出勤的消防车辆及时避让。从企
业、商家的角度来说，可以做的工作
更多，比如加强公共场所的消防安全
工作；比如加强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
教育和培训等。

凉山森林火灾而引发的“礼物
潮”只是一时的，在平时的工作、生
活中注意消防安全，消除安全隐患，
对消防员群体这样的守护，才是长久
的、可持续的。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
一点，并且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支
持、呵护消防员们的工作。

“用腿当枕头”演绎最美风景

□徐剑锋

“这位辅警太有爱了，看到老人被
车撞倒后，就坐在地上，让老人的头枕
着他的腿，一直等到救护车到来。”4月
8日，一条暖人的消息，在微信朋友圈
传开，许多人看到后纷纷点赞并留
言。网友“贪吃的小鱼”告诉记者，这
一幕是他在市区嵩山路与海河路交叉
口遇到的，当时很感动，就拍了照片和
视频。（详见本报昨日05版）

面对素不相识的老人，辅警主
动出手相助，通过“用腿当枕头”
这个姿势，演绎着最美的风景。辅
警用最温情的行动告诉我们：路见
危难从我做起，不做看客做侠客。

我们不仅要为之点赞，更应接力传
递这种爱心。

可以说，这样的善举，对每个
人来讲，都是分分钟就能做到的事
情。正所谓，助人为乐“不因善小
而不为”，再小的善举亦能温暖一
片天空、传递人间大爱。在他人遇
到麻烦、困难的时候，主动热情地

“想他人之所想，急他人之所急”；
在看到社会丑恶现象的时候，敢于
挺身而出，见义勇为……只要人人
都献出一份爱，哪怕只是帮一个小
忙、出一份小力，一个和谐、互
助、温暖的社会就会牢不可破。积
小善成大爱，星星之火成燎原之
势，那么见义勇为就将更为普遍，
乐于助人必将成为常态。

山西晋城市公安交警二大队为了整
治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违法，推出了
“四选一”套餐，其中包括违法当事人可
以选择将自己交通违法的时间、地点和
违法行为发到微信朋友圈曝光自己，警
示朋友不要交通违法，并要集够一定量
的点赞数才能过关放行。（据中新网）

钱夙伟：朋友圈集赞常被用于商业
促销，而以集赞来抵罚款，使执法形同
于交易，似乎不够严肃。但这其实是对

“集赞抵罚款”的误读。实际上，“集赞
抵罚款”更加直截了当地体现了处罚的
目的就是为了教育。由于有很多被处罚
人乐意接受这一处罚方式，也使其成为
一种有效的教育方式。而规定须在朋友
圈集齐三十个赞，实际上是扩大了教育
面，让更多的人都受到一次法治教育。

黄齐超：网络时代，集赞是非常娱
乐化的社交手段，乃至点赞者早已忘记
了帖文的内容，以及求赞者的初衷。试
想：好友求助，举手之劳，点一个赞就
可以了，谁会细想那么多呢？其次，违
法是非常严肃的事，惩罚也应当严厉，
必须以法律为准绳，应小心谨慎地探索
新颖的处罚方式，处罚不能太随意。再
者，集赞代罚降低了违法成本，有怂恿
违法的嫌疑。集赞代罚虽然很人性化，
但也容易娱乐化，应小心谨慎。

欢乐的时候，我们就放声地
笑；悲痛的时候，我们就用泪水尽
情宣泄。

———纪伯伦

真正的成长是感谢自己遭遇的
过去，然后喜欢自己面对的未来。

———阿飞《只要好好过日子》

世间一切伟大的壮举总是默默
完成的，世间一切智者总是深谋远
虑。

———斯蒂芬·茨威格《人类
群星闪耀时》

人生中不可挽回的事太多。既
然活着，还得朝前走。经历过巨大
苦难的人有权利证明，创造幸福和
承受苦难属于同一种能力。

———周国平《各自的朝圣路》

4月8日，济南市民政局
接到“济南市喝酒人才培训中
心”和“撸串文化研究会”涉
嫌系非法社会组织的举报后，
立即责成属地民政部门进行实
地调查。经查，位于长清区玉
符街中段的某小吃店挂出这两
个牌子，主要是作为宣传噱头
吸引食客。执法人员依据《社
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
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规定，对相关人员进行约
谈并责令整改，移除了现场标
牌。（据澎湃新闻网）

奇葩招牌背后是恶搞式营
销炒作。检索近期出版的报
纸，类似的招牌先后在大连、
哈尔滨、沈阳、百色、杭州、
蚌埠等城市出现过。地点虽有
变，剧情和结局却是惊人的雷
同，即相关当事者被民政部门
或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奇
葩招牌被摘掉销毁，这些案例
毫无例外成为当地群众茶余饭
后的笑谈。招牌是传统商业文
化的载体，是商家形象的符
号，它不是玩具更不是什么恶
搞工具。玩招牌者，玩弄道德
文明于股掌之间的人，最终只
能将好端端的生意“玩”完，
使辛辛苦苦树立起的形象摔碎
一地。

漫画/卞增年 点评/张培元

甭管真不真，
招牌要唬人！ □屈 旌

近日，西安多所小学向学生免
费发放音乐童话剧演出券，并要求
家长购票陪同，此举遭遇舆论质
疑。目前，当地教育局已成立调查
组介入调查。（据《华商报》）

嘴上说是公益演出，学生虽免
费，家长却必须买票陪；表面上是
自愿，但看了还要写作文；想买张
低价票算了吧，限量供应的便宜票
早没了……这套路，一步步走得心
机满满。老师们集体“推荐”背后
有何推动力？产生的票房收入又流
向了哪里？想要追问答案的，肯定
不仅仅是“被套路”的家长。

争议之中，各方回应更显复杂
迷离。演出营销方表示，的确请了
老师看演出，但没给老师好处，写
作文的要求也是公司提出的。该公
司真是操碎了心，连布置“作业”

这样的教学任务都能代劳。
其中一所涉事学校称，外来人

员混进学校做宣传，发演出券是个
别老师行为，保安和老师都已经处
罚了。匆匆一罚，让人心生疑窦。
据剧场工作人员统计，参与学校大
约有50 多所，全都能“混进去”宣
传，未免太巧合了。

捆绑卖票已经姿态难看了，面
对公众质疑时，借口百出，推卸责
任，更是斯文扫地。学校应是教书
育人的净土，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
程师，如果总是用尽心思，把学生
当成赚钱的工具，又何来的脸面和
信心，去树立师道尊严，培育有用
人才？

教育部三令五申，坚决禁止任
何形式的商业广告、商业活动进入
中小学和幼儿园。既然要调查，就
务必到边到角。所涉各方，该追责
的追责，该查处的查处，给家长和
公众一个合理的交待。

家长“被套路”，学校没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