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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伤人被判赔偿的警示意义
□孙维国

养宠现下流行，不少主
人对宠物呵护有加，有的甚
至为了让宠物自由奔跑、不
受拘束而拒绝使用牵引
绳，但如此行为很可能酿
成祸事。记者昨天了解
到，如东法院审理了一起
因未牵绳的狗咬伤人引发
的赔偿案件。

（7月5日本报6版）

在各地，狗伤人事件时
有发生，其中原因多与养狗
者未尽责有关。而如东法
院审理的这一赔偿案件，具
有极强的警示意义。

让养狗者尽到责任，积
极履责，主动担责，显然不

能寄望道德自觉。现实中
时常发生的“狗患”扰民足
以证明——仅凭道德上的

“软约束”是难以让养狗者
尽责的。让养狗者尽责，至
少要做到两点：一是经济上
的重罚。比如，因违反养犬
规定导致犬伤人，除了赔偿
伤者的医疗、误工、精神损
害等费用外，还应给予经济
重罚，使其感到“痛”。

二 是 实 行 阶 梯 式 处
罚。就是根据违规养犬造
成的后果严重程度，给予阶
梯式处罚，从拘留直至担负
刑责。与此同时，建立违规
养犬“黑名单”，将违规养犬
者列入“黑名单”，并向全社

会公开“黑名单”，将其曝光
于电视 、报纸 、网站。同
时，像惩治“老赖”一样，对
违 规 养 犬 者 进 行 信 用 惩
戒，使其切身体会到违规
养犬之“痛”。

总之，“狗患”也好，养
狗伤人也好，根子在养狗者
未执行养狗规定、未履行养
狗责任。故而，治理狗患，
让养狗者尽责，发力点、落
脚点不在狗，而在养狗的
人。只有惩教并举，方能让
养狗者的责任心、公德心归
位。建立在“养狗尽责”的
基础上，文明养犬才能成为
养狗者不约而同的行为规
范和自觉行为。

高温来袭，保护措施要到位
□钱夙伟

今年还未入伏，大范围
的持续高温就匆匆来袭，全
国许多地区都创了几十年
来甚至有气象记录以来气
温的最高值，可谓罕见。据
专业人士分析，今年的高温
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
来了极大的影响。

罕见高温既然是一种
极端天气现象，其实也是天
灾。面对高温肆虐，“热死
人”并非只是对高温之烈的
一种口头化的形容，抗击高
温同样不能忽视。实际上，
高温带来更多影响的，往往
是建筑施工、电力维修、环
卫工人、路面交警、外卖快

递小哥等户外劳动者。因
此，对他们的劳动保护措施
尤其应该到位。

比如，一定要动态、科
学、精准地跟踪气温变化，
在气温达到 37℃(含）以上
时，停止一切露天施工作
业。在高温天气适时地调
整工人的作息时间，同时投
入更多的劳动力，减轻劳动
强度；其他如高温津贴、防
暑降温诸如此类的政策、措
施，应落到实处。而如导游
这样的行业，如何做好从业
者的避暑降温工作，也应有
行之有效的具体举措。

当然，像那些装不起或

者用不起空调、住在简陋民
房里的群众，整天处于高温

“熏蒸”“烧烤”之下，也加大
了中暑风险，极有可能酿成
安全事故乃至遭遇不测。

此外，还有如街头的流
浪者、独居的“留守老人”，
无疑是高温中意外事故的
高 发 人 群 。 对 他 们 的 救
助，也应纳入保护之中。

高温来袭，安全重于一
切。当极端高温已是频发
的天气现象，必须把高温纳
入灾害预防体系，尤其是制
订并落实保护机制。只要
团结一心、众志成城，高温
的影响一定会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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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爱之名
擦亮“助学圆梦”品牌

□徐剑锋

濠南
夜话

“爱心企业的助学金给
我的家庭带来极大帮助，圆
了我的大学梦。入学后，我
会更加努力，以优异的成绩
来回报社会、回报好心人对
我的帮助。”6月30日，董亦
超接过爱心企业——启东
市申海润滑设备有限公司
善款时感激地说。

（7月4日本报3版）

南通是一座大爱之城，
公益慈善已经成为这座文
明城市最美的底色。每年
这个时候，形式多样、内涵
丰富的助学活动总会广泛
而蓬勃地开展，既有温度更
显温暖，让一个个家境困难
的学子如约圆了读书梦，今
年亦是如此。

擦亮“爱心助学”的城

市品牌，既需“富人之力”更
靠“人人之力”。特别是，爱
心助学要面对全体贫困学
生，而且是“一个都不能
少”。从这个角度来讲，政
府要完善助学政策，在建
立全覆盖的兜底救助体系
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制
度的呵护与关爱，尤其要
充分发挥“互联网+慈善”
的作用，进一步拓展筹资
方式，创新公益模式，真正
把温暖送到点子上、送到关
键处、送到心坎上，让困境
学子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
大家庭的温暖。

事实上，每个学生的家
庭情况不同、自身特点不
同，爱心助学既要关注物质
资助，也应注重精神帮扶。
另外，实现因人施策的精准

助学，还要有赖于专业力量
的投入。比如，通过举办励
志报告会、强化心理疏导与
人文关怀，引导学生摒弃自
卑和自我封闭心理，以“阳
光心态”走好成才之路；又
如，通过社会组织和专业机
构，拓展“以勤代助”路径，
让贫困学子通过自己的劳
动获得资助。实践证明，只
有更精准地了解每个寒门
学子的需求，倾听他们内心
的声音，并施以更加高效、
专业、专注的助学方式，才
能让每个学子更加从容、更
有尊严地安坐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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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惯着另类、奇葩的就业歧
视，既是对某些用人单位的震
慑，也是营造和谐有序的求职环
境的必然要求。越是就业形势
紧张，越要把就业歧视行为清除
干净，让广大求职者在公平公正
的环境里实现高质量就业。

——中国青年报：《限血
型、看手相？不能纵容另类就
业歧视》

从起床查看睡眠质量，到
根据 App 计划制定每日食谱，
再到完成每日的运动指标……
原本安逸舒适的生活日常变成
App 中的一条条计划、一个个
数据。身处其中，难免产生“每
天都在做任务”的疲惫。也难
怪网友为此发出“如果没有上
报打卡数据，感觉自己好像没
运动一样”的感慨。与此同时，
面对设备偶尔出现的反常数
据，部分用户患得患失，过度焦
虑自己的健康状况。

——广州日报：《莫被健康
监测“绑架”》

和巨型泡面桶里的泡面一
样，很多爆款都有保质期。尤
其那些溢价过高、缺乏内核支
撑的网红产品，大多难逃“火得
快凉得也快”的宿命。当话题
热度褪去，消费者逐渐冷静下
来，摸一摸受损的荷包，恐怕又
要想起那句熟悉的网梗：“剁手
一时爽，事后想撞墙”。

——南方日报：《网红泡面
桶里装满了消费主义》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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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纷纷】

【本期话题】

药品说明书“适老化”

为优化药品说明书管理，
解决药品说明书“看不清”等问
题，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
《药品说明书适老化改革试点
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6月
29日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公开征求意见的时间为2023
年 6月 29 日~7 月 28 日。对
此，你怎么看？

@威县风光 字小如蚁，可
谓是天下苦之久矣。

@吴睿鸫 药品说明书的
深度变革，不仅是整个社会进
行适老化改造的重要一环，而
且也体现出公共服务的包容
性，更让这项颇具人性化的公
共政策充满善意与温度。

本期话题下期继续

防溺水

每年的夏季是溺水事故
高发期。入夏以来，我市多措
并举加强安全教育、落实防范
措施，筑牢防溺水“安全堤”，
拉紧防溺水“警戒线”。

（7月5日本报4版）

要织密“安全网”
□政青

每一个溺亡的孩子背后，
都是一个破碎的家庭。 各方
都要时刻紧绷“安全弦”，携手
打好“组合拳”，共同为学生筑
牢防溺水的“防护堤”。

家长要当好主角，监护到
位，做到“四知”：孩子去哪
里？孩子做什么？孩子和谁
去？孩子何时回？同时，多给
孩子传授相关自救知识和技
能，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和自
我防护能力。学校要做好宣
教，通过家校交流群、班级交
流群及时了解学生暑假的安
全状况，做好督促提醒。公安
部门要常态巡查，警钟长鸣；
水利部门要加强河道、水库管
理，设置警示标志；应急部门
要做好监督考核，督促消除水
域安全隐患；妇联、共青团要
加强对儿童群体的防溺水宣
传教育和关爱……

另外，相关职能部门要加
大对公共游泳场所建设的投入
力度，在暑期免费或低价向青
少年开放，进一步消除孩子到
江河塘堰“野泳”的安全隐患。

未雨绸缪很重要
□叶金福

近年来，每到夏季，各地都
会发生多起儿童溺水死亡的悲
剧事件。为什么在许多地方年
年重复着这类悲剧呢？

笔者以为，究其原因有
二，其一是在学校。平时对学
生在这方面的教育还不是很
到位，没有让孩子们真正认识
到下江河、水库等游泳的危险
性；其二在家长。很多家长没
有尽到自己的监管责任，一等
到孩子放假或双休日，便让孩
子放任自流。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
生命属于每个人，并且只有一
次，尤其是少年儿童的生命，
就更显得可贵。因此，无论是
基层教育部门、江河水库等管
理部门，还是家长，大家都应
共同携起手来，从教育孩子、
硬件管理等诸多方面进行“综
合治理”，做到未雨绸缪，多
做“事前诸葛亮”，将预防工
作做在前头，而千万不要让年
年都有学生因溺水而身亡的
悲剧，一次又一次地在我们身
边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