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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本期话题】

【议论纷纷】

学习急救技能
人人可成“民间急救师”

□徐剑锋

弘扬“好人文化”凝聚温暖的力量
□鹰远

小区适老化改造势在必行
□卞广春

上门代炒菜引热议

近日，湖南一女子上门为
年轻人代厨，做四道菜收费68
元引发热议。北京青年报记者
调查发现，重庆、成都、杭州、上
海等地均有网友提供上门代厨
服务，但收费标准不一。对此，
你怎么看？

微
话题

濠南
夜话

观点
1+1

一个成功的项目，在可持
续之外还应是可复制的。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公费上大学”项
目的持续推进，一方面，为相关
人群拓宽了前路，另一方面，是
在为相关新业态的发展积累高
质量人才，注入新鲜血液和旺
盛活力。

——工人日报：《送骑手上
大学，给新业态发展蓄力》

游人如织的出游图景反
映，大众旅游进入全面发展新
阶段，不论是探索身边不熟悉
的美景，还是在周边的“老地
方”打开“新世界”的大门，以

“玩法”为驱动，人们好奇、尝鲜
的脚步带动着本地游、周边游
的蓬勃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旅
游服务的多重附加值凸显，随
着需求的变化而变化，不断推
陈出新，丰富游客的游览体验，
促进旅游发展提质增效。出游
不止一种体验，旅途丰富多彩，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

——经济日报：《旅游业复
苏需创新》

@风筝之乡 在服务行业
日益细分、需求日渐多元的当
下，上门代厨服务是市场精细
化分工之后的必然趋势。

@付彪 有关部门应制定
上门代厨服务行业规范，实行
岗前培训、持证上岗，规范服务
标准、收费标准，明确监管责
任、监管机制，让上门代厨服务
有章可循、有规可依，而不是处
于“无法定依据”的尴尬中。

【下期话题】

女教师上网课遭网暴

近日，河南省新郑市三中
历史教师刘某某被发现死在
家中。她的病历上写着：猝
死。视频和图片显示，10月
初至死亡前，刘某某给学生上
网课时多次遭到网暴。目前，
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对此，
你怎么看？

这几天，韩国梨泰院踩
踏事故引发广大网友的热
议。昨天，市一院急诊科负
责人、主任医师朱保锋提
醒：在人流密集场所，市民
应掌握一定的自救技能，避
免在可能出现的踩踏事故
中造成伤亡。

（11月3日本报5版）

医学上有“黄金四分
钟”的说 法 ，遇 到 交 通 事
故 、溺水 、踩踏等突发情
况时，如果能及时采取有
效的急救手段，抢救成功
率 可 达 到 50% 左 右 。 但
是，“没有金刚钻，不揽瓷
器活”，面对一个个鲜活
生命的离去，无不暴露出
两重现实之困：一是不懂
急救，二是不敢急救。如
果 说 前 者 是 个 医 学 能 力

的问题，那后者则是责任
担当的命题。

客 观 而 言 ，止 血 、包
扎、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
并非什么高难技术，虽说
不可能人人都派上用场，
但所谓“有备无患”，关键
时刻就能“大显身手”。从
不 少 国 家 与 地 区 的 实 践
看，普及和掌握急救知识
是不争的共识。

应看到，这几年一系
列自然灾害让公众的急救
避险意识迅速提高。虽说
有些单位、社区和学校也
搞一些急救技能培训和应
急演练，但大多停留在表
面化和碎片化中，缺少系
统性和制度化。

弥补急救知识缺失的
“欠账”，不能“偶尔为之”，
而 应 走 向 法 治 化 。 一 方

面，学习急救技能、普及应
急知识，家庭、政府、社会
都责无旁贷。可从“小”抓
起，从党员干部示范带头
做起，从定点定时宣传示
范 走 向 常 态 教 育 普 及 。
另一方面，要注重理念革
新和形式创新，让急救知
识 普 及 像 电 影 和 音 乐 一
样流行起来，人人乐于学
习 急 救 知 识 、个 个 善 于
掌握自救本领，成为合格
的“民间急救师”。现代
信息社会 科 技 手 段 日新
月异，传播这样的知识应
该说并不缺乏渠道，关键
是看有关部门做不做、怎
么做。

记者日前从市文明办
获悉，省文明办发布了10
月“江苏好人榜”，我市坚守
约定15年带轮椅兄弟旅行
万里的真汉子章和平当选

“江苏好人”。
（11月2日本报2版）

毋 庸 置 疑 ，“ 好 人 精
神 ”承 载 了 一 种 善 的 传
播 。 如 果 每 个 人 都 把 帮
助他人 、爱岗敬业 、孝亲
敬 老 等 传 统 美 德 融 入 自
己的日常生活，那些“冷
漠社会”的言辞也就没有

了立锥之地，会有越来越
多 的 人 自 觉 加 入 为 善 队
伍，助人为乐、与人为善、
孝亲敬老 、信守承诺等，
就 成 为 一 种 普 遍 存 在 的
责任感和价值观。

人生需要信仰驱动，
社会需要共识引领，国家
需要价值导航。近年来，
在“中国好人”“江苏好人”

“南通好人”榜上，一张张
朴实的南通面孔，一个个
感人的南通故事，谱写了
一曲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生动之歌。

德不厌小，点滴滋润；
善不拒微，聚沙成塔。时
代的进步需要健康向上的
道德风尚来引领，社会的
发展需要道德楷模的力量
来推动。期盼通过“好人
精神”的榜样力量，涌现出
更多的南通好人，以“好人
精神”支撑起好的社会风
气，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深入人心，为南通文明
和各项事业发展提供源源
不断的精神动力，让我们
的城市更文明、更温暖，生
活更美好。

如皋一家物业公司为
了业主安全在小区门口安
装了感应门。这本是件值
得提倡的事，但居住在小区
里的老人薛老太却被感应
门碰倒导致骨折。记者从
如皋法院了解到，物业公司
因未能尽到后续的管理维
护义务，承担了赔偿责任。

（11月2日本报7版）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
与个体平均寿命的增长，人
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全世界
共同面对的课题。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不只是国家
政府部门或者某个行业的
事，各行各业都应该从长计
议，重视适老化改造，并加

快步伐，将应对老龄化渗透
到工作的方方面面。

居民小区是居民活动
最频繁的地方，居民安全
是 物 业 最 应 当 引 起 重 视
的。老年人行动迟缓、思
维迟钝，物业为老年人安
全出入、生活便捷提供方
便，重视和加强小区内活
动场景的适老化改造，更
是义不容辞。

但现实是，许多物业
忽略或者遗漏包括安装感
应门等在内的可能影响老
年人安全问题的事项。如
本案中，是感应门自动关
闭碰倒了薛老太，导致其
右 股 骨 粗 隆 间 粉 碎 性 骨
折 。 但 门 卫 只 是 看 了 一

眼，没有过问老人的伤情，
也没有及时将感应门的电
源关闭，导致感应门多次
碰撞老人的腿部，使薛老
太受到了二次伤害。如此
情景令人遗憾，小区老人
及其家属也会因此缺乏安
全感。

物业方面赔偿并不能
了事。为业主服务，本是
物业的责任和义务，提高
小区业主的安全感和幸福
感，物业理应加强小区适
老化改造，并将关心老人
安全出入放在工作的重要
位置。管理部门应举一反
三，对物业的工作进行必
要的督促和提醒，避免再
发生此类事件。

生物入侵

当前，加拿大一枝黄花正
进入盛开期。连日来，我市各
地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宣传和
防除工作，助力生物多样性保
护，防治外来物种侵害。

（11月3日本报7版)

广而告之合力除之
□王锦南

几年前，有关方面在河北衡
水发现了外来入侵生物——黄
顶菊的身影。在当地，很多村民
把黄顶菊当成了鲜花，“觉得挺
好看”。而实际上，黄顶菊会严
重挤占其他植物的生长空间。

不管是黄顶菊还是加拿大
一枝黄花，都被列入《中国外来
入侵物种名单》。但很遗憾的
是，因当地群众对其不了解，
而让这些外来入侵物种“自由
自在”地生长繁衍，不能不令人
忧虑。

加拿大一枝黄花已在南通
出现，其他的外来入侵物种会不
会也有呢？这种可能性并不排
除。为了更好地阻止物种入侵，
保护我们的生态安全，笔者期
待，有关部门在加大防控力度的
同时，还要加大《中国外来入侵
物种名单》的宣传力度，采取有
效方式让外来入侵物种广为人
知，从而让公众对外来入侵物种
保持足够的警惕性。

反思物种侵入的危害
□郝冬梅

资料显示，“一枝黄花”是
1935年由境外引进的。当时认
为其花色鲜艳，具有很高的观赏
价值，是绿化的首选物种。可让
人没想到的是，“一枝黄花”竟成
了霸王花、杀手花。

引进“一枝黄花”是错误的。
但是，也不必非要追究谁的责
任。毕竟在那个时代里，我们的
认知缺失、我们的科技落后、我们
的水平不高，还不能理智地面对
一些事情。不过，透过“开满黄花
的城市”，我们看到的是本土生物
保护的苍白，这是值得我们深刻
反思的。在物种的引进上，我们
需要多些敬畏之心。

在广西有一种入侵物种，叫
“大蜗牛”。这种蜗牛起初是市民
作为宠物从境外购买的，如今竟
然骚扰了整个广西。当地专门制
订了“消灭大蜗牛”计划，有关部
门年年投入大量人力、资金，至今
效果不明显。这就需要提升法律
标准，对境外物种引进要多些科
学态度，对从境外购买宠物、种子
的行为进行约束，对那些放生境
外生物的行为做到零容忍。

“一枝黄花”的生态破坏、
生物入侵，应该成为长鸣的警
钟。我们要让城市生态保护意
识深入人心，让城市生态健康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