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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爱心桥 点亮微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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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侠”不负“侠”之名

□刘予涵

最近几天，家住市区交通路建新花
园小区的居民颇为烦恼，因开发商与电
梯公司的矛盾，导致电梯被关停，居民
不得不来回爬楼梯上下楼。（详见本报
昨日04版《电梯停运 出入不便》）

看了新闻报道，感触颇深。电梯突
然被关停，业主不得不每天走楼梯，这
能不让人心烦吗？

电梯之所以被关停，是因为开发商
没有按照约定时间支付电梯尾款，加之
电梯年检到期，电梯公司便对电梯进行
了关停。在笔者看来，电梯公司这样
做，除了出于安全考虑外，更是想给开
发商施加压力，让其尽快补交欠款。

笔者想说，电梯公司与开发商之间
有纠纷，完全可以通过合法途径加以解
决，不该以牺牲业主的利益来达到催款

的目的。因为小区的4部电梯都在使用
中，关停电梯必然导致居民出入不便。

电梯事关业主切身利益，随意关停
不是小事。笔者以为，不管是什么原
因，保证电梯正常运行都应放在第一
位。至于开发商和电梯公司之间存在的
矛盾纠纷，双方应理性解决，而不应该
置居民利益不顾，让业主平白无故跟着
受罪。事情的结局还算圆满，在有关部
门的介入下，电梯恢复正常运行。最
后，希望不要再出现这种事。

□王学明

12月 11日，本报以《点亮微心
愿 我们在行动》为题，刊发了记者征
集到的部分微心愿。当天上午，就有
不少读者给记者打来电话，表示想加
入到点亮微心愿行动中来。目前，征
集和点亮微心愿活动正在同时进行。
（详见本报昨日02版《爱心人士积极认
领微心愿》）

在我们身边，存在着不少困难群
体，有的缺少经济来源生活拮据，有
的因子女常年在外工作成为空巢老
人，有的身有残疾行动不便……他们
渴望得到社会的关爱和帮助，需要社
会为他们表达利益诉求提供平台，而
漯河日报社发起圆梦微心愿公益活

动，无疑是在好心人与受助者之间架
起了一座爱心桥梁，既让那些真正需
要帮助的困难群体感受到了温暖，又
为爱心人士奉献爱心搭建了平台，从
这一层面讲，我们当为这样的好活动
点个赞。

微心愿因为其“微”，降低了慈
善、公益的参与门槛，能够最大限
度地调动爱心人士认领微心愿的积
极性，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可
为、随手可为的良好社会氛围。一
个 电 饭 煲 ， 一 床 棉 被 ， 一 盒 彩 笔 ，
一套课外书……这些在人们眼中的普
通物品，可能就是困难群体所急需
的物品。我们欣喜地看到，自圆梦
微心愿公益活动开展以来，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纷纷响应，积极认领微
心愿，帮助困难群体，让人们感受

到了城市的温暖，在全社会营造了
向 上 向 善 、 互 帮 互 助 的 良 好 风 尚 。
可以说，漯河日报社圆梦微心愿公
益活动，为公众参与微公益提供了
一个值得践行、可以信赖的载体。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其实，当
我们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不仅是在用
爱温暖受助人的心灵，而且自身也会
感受到人生的快乐。涓涓细流汇成大
海，点滴善举聚成大爱，城市的美好
离不开广大市民的共同努力。对于每
位市民来说，要从自身做起，多做好
事，多行善举，积极参与到圆梦微心
愿公益活动中来，力所能及地帮助他
人，用爱心让我们的城市更加温馨。
最后，笔者希望类似圆梦微心愿公益
活动越来越多，期待更多的人加入到
奉献爱心的行列中来。

国家新闻出版署11月发布了
《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
的通知》。11 月 27 日至 12 月 9
日，记者用手机下载了多款受市
场欢迎的游戏进行测试，结果显
示，不少中小游戏公司仍出现不
主动提示实名认证，未成年人在
夜间10点后仍能登录游戏，甚至
有游戏可让7岁儿童充值等情况。
（据《新京报》）

防沉迷系统主要是甄别未成
年人，但在现实中，很多未成年
人使用父母手机上网、玩游戏，
这也使得账号实名制容易被突
破，后面的限制时长、充值额度
等环节，更是无法预防了。何
况，网上有人公然售卖“已通过
实名认证”的成年人账号，部分
家长对孩子玩游戏也过于放纵、
缺乏约束。众多因素令防沉迷系
统的效力大打折扣，难以有效防
范未成年人，需要完善现有防沉
迷制度，通过技术、法律、监管
等方面入手，探索构建全方位的
防沉迷系统，将每一个游戏环
节、每一个相关层面都纳入，不
能留下死角。未成年人防沉迷是
一个系统工程，应在实施的过程
中，不断收集社会各界的反馈信
息，总结经验教训，及时进行调
整、修订，令防沉迷系统趋于完
美。

@澎湃新闻：#小儿推拿师速
成# 前不久，西安一名 4个月大的
女婴，在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
行儿童推拿后，突发异常，送至医
院后抢救无效死亡。这一事件使许
多家长开始关注“小儿推拿”。近
日有市民反映，深圳一母婴平台号
称只需12天就可以完成“小儿推拿
师”培训并拿到证书。当记者表示
时间仓促时，培训人员表示还有
VIP班，并称3天就能拿证。

点评：根据人社部在2017年发
布的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保健
按摩职业资格等多个资格认证被取
消。想从事推拿按摩行业，可以接
受行业培训，但不会组织参加统一
考试，也拿不到官方认可的职业技
能认证证书。这种“小儿推拿师”
证书显然不靠谱，何况“速成”？
监管部门应摸排整治这类非法机
构，查一查相关“证书”的流向。

@新华网：#朋友圈屏蔽同事
罚款# 近日，网友爆料一家媒体公
司，员工的朋友圈不能屏蔽同事，
违者罚款 100元；邮箱未按公司规
定签名罚钱，迟到或者请假都要扣
钱。据公司行政称，这些规定都是
按照公司员工手册执行的，而公司
员工必须遵守。

点评：如果公司与员工在友好
协商的基础上，制定双方都能接受
的方案，也未尝不可。但若单方面
地将员工朋友圈“据为己有”，并
强制管理与罚款，显得霸道之余，
还有可能涉嫌侵犯员工隐私权与违
法劳动合同法。

@北京晚报：#钢板“骨折”# 去
年11月，黑龙江庆安县一男子锁骨
骨折，到县人民医院做了手术，打
了钢板。近日去医院复查，医生却
说锁骨没长上，并发现钢板断成了
两截，得重新手术。医院表示，可
能是钢板质量问题，也可能是患者
自身问题。

点评：具体啥原因，现在只能
猜测。钢板为啥还没骨头硬？医院
竟然要“猜测”，实在荒唐。二次
手术，患者要遭二遍罪，两次手术
费怎么算？希望新钢板别再出问题
了。

□张伟伟

有这样一个微信群，平时静悄悄
的，一旦有群消息，就是有人发出求助
信号了。这个群叫漯河市稀有血型之家
微信群，群里有150多名“熊猫侠”，
他们能让“熊猫血”需求者第一时间获
得稀有血源。（详见本报昨日03版《漯
河有群“熊猫侠”危急时刻 撸起袖子
献血救人》）

“熊猫血”即Rh阴性血，格外稀
有，因此一旦有这种血型的患者需要输
血，往往比较困难，而自愿无偿为他人
捐献“熊猫血”的人，被大家称作“熊
猫侠”。

“侠”在中国人心中一直有着崇高
地位，是一种行为，是一种理想，一种
饱含梦幻与荣光的意志。在传统文化语
境里，侠士一直是正义、智慧、力量的
化身，他们打抱不平，行侠仗义，乃至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需要剖宫产的孕妇、需要手术的患

者……每当有“熊猫血”的人需要帮
助，漯河市稀有血型之家微信群里的

“熊猫侠”总是一呼百应、挺身而出。

为救助陌生人的生命，他们无论多忙，
都会匆忙赶往献血点，主动撸起袖子，
捐献鲜血。

他们身上有“路见不平一声吼，风
风火火闯九州”的豪气，有“事了佛衣
去，深藏身与名”的傲气，有“今日把
示君，谁有不平事”的侠气。他们助人
为乐，充满血性，又有一副侠骨柔肠，
这不正暗合了“侠”之定义、“侠”之
精神吗？

在新时代，“侠”有不同的呈现与
演化，每个人对其理解也不尽相同，但
其“做顺应天意的事，做正直优良的
人”内涵与底色不变。

自微信群成立至今，我市“熊猫
侠”已累计爱心献血114次，成为我市

“熊猫血”献血队伍的主力军。
“熊猫侠”，不负“侠”之名，让

人敬佩。

关停电梯不可取

我们点燃过许多星星，我们
还可以点亮无数的星星，虽然人
世寂寥暗淡，我们也可以相互照
亮。

——林清玄

人们活在世界上，做成什么
事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一个
一个当下，你能不能活出自己，
能不能随时随地享受生活的美和
生动。

——费勇

真正可怕的，并不是那种人
人都难以避免的一念之差，而是
那种深入习俗、盘踞于人心深处
的谬误与偏见。

——培根

朋友有两种，一种需要经常
见面，否则连话都难接上，感情
更淡漠；另一种朋友不必天天联
系，三年五载甚至更长，彼此音
容模糊，可一朝晤面，宛若朝夕
相处。

——虹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