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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

【议论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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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话题

濠南
夜话

在全市上下认真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的重要时刻，昨天，我市召
开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六
届全体会员大会，共同庆祝
第23个中国记者节。

（11月8日本报2版）

对记者而言，仗剑天
涯，激扬文字，倚马可待。
夜已深沉，杯中的浓茶凉
了又热、热了又凉，撕碎的
文稿，斑白的双鬓，与颈椎
一起酸痛的还有布满血丝
的眼睛——那个伏案疾书
的消瘦肩膀，坚守一如当
初。起早贪黑、加班加点、
突发事件奔赴现场、危险
时出现战斗在一线等等，
基本上就是生活的常态。
不过，这是看得见的艰辛
与付出，还有困惑、迷茫、
失落、无奈与遗憾，无以名

状、不可言说，成败得失，
内心自知。记者并不是表
面上那么风光，做一名记
者 其 实 也 难 。 但 唯 其 艰
辛，才需要新闻人的坚守
与执着，不仅为稻粱谋，更
要忠于职业使命，忠于职
业理想，忠于新闻事实，在
坚守中获得记者职业的认
同感、荣誉感与归属感。

要在多姿多彩的现实
生活中采撷有价值的新闻，
要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发
现真善美、剑指假丑恶，要
在重重迷雾中探寻事实真
相，把握事物本质，不被假
象所迷惑，进行公正客观报
道，就离不开记者“无处不
在的眼睛”。这“眼睛”应该
是一双慧眼，但它不会与生
俱来，而要靠后天练就，这
同样离不开坚守——对新
闻事业的追求，对自身素质

的提升。
具有广博的知识、精

湛的业务、深邃的素养、高
超的技巧、创新的能力、独
特的观察力和综合的判断
力、敬业的精神、严谨的态
度，等等，才算一名合格的
记者，也是这双“慧眼”的基
本要义。沉浸在记者虚幻
的光环里，沾沾自喜、安于
现状 、不思上进 、缺乏追
求、平庸无为、混天过日，
终将一事无成。

任何时候，拥有一颗实
现人生价值的事业心，记者
才能不断催生刻苦钻研、全
面提升自我的动力，进而成
为新闻界的佼佼者。

心有所持 笃定前行
□梁正

最近，通大附院陆续收
治多名误食曼陀罗中毒的
患者。昨天下午，记者采访
了通大附院医生、动植物专
家、农林部门专业人员，他
们提醒市民，提高鉴别能
力，主动防范一些含毒植物
可能造成的伤害。

（11月8日本报8版）

作为外来植物，曼陀罗
这种植物在南通很早就被
引种了，它的花朵比较美
丽，主要用于观赏，后来弃
种了。但是曼陀罗一直在
蔓延，特别是人们喜尝的

“野菜”，也就有了报道里出
现的问题。

其实，类似于曼陀罗

式样的“城市绿化”还有
很 多 。尽 管 说 曼 陀 罗 已
经退出了“城市绿化”，可
是需要反思的是“城市绿
化”中出现的“有毒的美
丽”现象。

还有一些地方栽植的
树木，其果实含有剧毒，和
有毒的 曼 陀 罗 性 质 差 不
多。常见一些市民采摘，
全家中毒的情况发生，这
固然是“不文明”造成的，
但何尝不是“不该有的隐
患”？这样的树木能否不
栽植 、少栽植，或者用科
技手段“去毒”？城市绿
化，不能只要“好看”不要

“健康”。
这就需要我们的城市

规划者，从打造“友好绿
化”的高度面对“绿化过敏
源头”的问题，在选择城市
树种、城市市花的时候，结
合当地居 民 的 身 体 特 点
和气候特点，多考虑这些
绿 化 植 物 是 否 存 在 过 敏
的问题，对树叶、汁液、花
朵 、花 粉 进 行“ 有 毒 评
估”，从而选择更适合城市
生活的植物。对于杨柳树
木、法国梧桐，不妨采用技
术手段，降低其过敏源头
的危害，不少城市已经在
想办法处理了，这是好的
开始。

城市绿化要人文关怀，
不要“有毒的美丽”，“好看”
和“健康”需要相向而行。

城市绿化不能摇曳着“有毒的美丽”
□郭元鹏

4日，陈桥街道丽都社
区内的破旧健身器材被全
部拆除，新安装的健身器材
让社区居民眼前一亮。看
着这些崭新的健身器材，大
家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11月7日本报4版）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
不断增强，健身设施在老百
姓体育锻炼中发挥的作用
越来越大。而“问题器材”
之所以长期存在，一方面是
器材管理涉及体育、城建、
村（社区）等多个部门；另一
方面是相关职能部门联动
反应不快，尚未形成快速应
急和处置机制。

健身设施惠民利民，关
键在于“可持续”。如果后
续管理、公共服务缺位，就
算投入再多的资金，也是无
法实现“叫好更叫座”的。
为此，要把这件实事真正办
好，还有许多后续工作值得
期待。比如，按照《室外健
身器材的安全通用要求》国
家标准，进一步明晰并落实
日常管理维护、安全使用年
限、事故责任追究等制度。
尤其是对捐赠的器材也应
落实维护经费和保养权责，
不能“送时热热闹闹，坏了
无人问津”。又如，在器材
上或旁边标识所属单位、编
号等基本信息，并将维护电

话公之于众，让“问题器材”
在第一时间找到“婆婆”，消
除隐患。再如，通过公开招
投标模式，引入专业公司进
行市场化管护，而政府需要
紧紧跟上的，则是加强常态
监管和动态考核。

健身器材“过劳损”，也
不能忽视“公众责任”。对
老百姓而言，同样需要健身
常识和安全意识的跟进。所
以说，要让健身设施始终处
于健康服役状态，还应向公
众传授和普及健身器材的专
业使用知识，同时不断强化
爱惜公物的责任意识和公德
意识，共同在文明素质题面
前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健身设施惠民利民关键在“可持续”
□徐剑锋

立足人才获得感和满意
度，问需于人才、解难于人才，
在个性化、一对一的服务支持
中，不减“锦上添花”之功、多做

“雪中送炭”之事。以最周到的
“后勤”服务求得人才与城市的
适配“最优解”，让城市赢得口
碑、赢得人才、赢得未来。

——人民论坛网：《让城市
和人才相互成就》

经营好 1.11 亿户小店，是
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条
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从多方
面为个体户发展提供全方位支
持，这些举措有助于在制度层
面稳定市场预期。希望这些政
策能尽快落地，让个体户得到
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经济日报：《一亿户小
店也要高质量发展》

120急救救护本身是公益
性很强的系统，不应该成为敛
财的工具。解决黑救护车的问
题，要强化常态化的执法，也要
加强救护车资源的供应。总
之，不能让那些游离在监管之
外的黑救护车，在赚黑心钱道
路上一路疾驰。

——光明网：《坐地起价的
黑救护车，为什么屡禁不绝》

@孙建国 老师上网课遭
到网暴致死的惨痛教训令人震
惊，加强网课网络安全保护已
经刻不容缓。尤其在疫情期间
线上授课成常态的语境中，必
须尽快建立网络课堂防火墙，
保证授课老师网上教学的安全
正常运行，确保老师不受网暴。

@大美井陉 如果女老师
在上网课遭到网暴时，能及时
停止网课，或有专业人员能及
时采取措施，那就会及时终止
网暴，不会出现网暴致死案
件。可见，教育部门建立科学
有效的网课应急预案势在必
行，一旦出现网暴，就启动应急
预案，消除网暴，保障网络授课
的正常进行。

本期话题下期继续

这样的法官值得点赞

新闻回顾：被执行人周某
欠着几万元的交通事故赔偿
款，一拖就是18年。可就在今
年11月1日，他主动一次性支
付了5万元执行款，该案成功
执结。

（11月4日本报9版）
点评：一桩18年都没完结

的交通事故赔偿案，因为老承
办人的退休，成了执行不到位
案件。法院本可以对该案忽
略，但法官并未这样做，而是经
过一番奔波，终于审结案件。
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这位
法官完美诠释了公平正义，也
切实维护了司法权威，树立了
人民法官的形象。这样的法
官，不妨来得更多些！

我们更需要的是行动

新闻回顾：至春节前，我市
将持续开展集中整治拖欠农民
工工资问题专项行动。昨天，
市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整理公布了我市
各类欠薪反映渠道，引导劳动
者通过正规渠道进行维权，让
维权更方便、更快捷、更省心，
营造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11月5日本报3版）
点评：每年岁末，农民工欠

薪问题就凸显出来。我市公布
各类欠薪反映渠道，出发点无
疑是好的。但实际上，被欠薪
的工友们更为需要的是相关部
门实实在在地帮助讨薪的行
动。渠道再多，切实的行动举
措如果跟不上，整治行动最终
难免沦为走过场，到头来还是
寒了广大群众的心。相关部门
接下来要多研究讨薪的政策和
方法，让即将到来的冬天多一
些温暖。

老小区也要有新气象

新闻回顾：老旧小区改造
特别是后续物业管理，仅靠政
府财政“唱独角戏”，难免捉襟
见肘。借鉴北京等地老旧小区
改造的成功经验，崇川区通过
公开招标方式引入全国知名

“美好社区运营商”——北京愿
景集团参与进来。

（11月7日本报2版）
点评：老小区其实也是曾

经的新小区，不能因为随着时
间的流逝，就对它们放任不
管。老小区的居民一样需要过
上现代的高品质的生活。政府
主导、社会资本参与改造，是为
老小区改头换面开了个好头。
改造的经验与失误都需要归纳
总结，政府也要把好的样板向
别的老旧小区推广，整体上让
通城的城市面貌有个大的改
变。我们相信，坚持科学改造，
老小区变身新小区不是梦！

本期点评人：王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