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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纷纷】

【本期话题】

微
话题

记者 12 月 11 日从市
住建局获悉，2022—2023
年度第二批中国建设工程
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入
选项目公布，我市通州建总
集团有限公司和江苏省苏
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再捧两座“小金人”。至此，
南通鲁班奖总数达124项，
在全国地级市遥遥领先。
（12月12日本报2版）

南通建筑铁军闻名遐
迩，屡创辉煌，今年又有两
家建筑企业捧回鲁班奖，
这 是 一 个 令 人 振 奋 的 消
息！在欢庆的同时，我们
还应保持冷静的头脑：当
下建筑业竞争非常激烈，
如何保持业内领先地位，
擦亮建筑之乡金字招牌，
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当务
之急。

时下，尽管全球经济
持续下行，但对建筑业而
言，虽然机遇与挑战并存，
但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
从国际看，随着“一带一
路”倡议持续释放红利，
相关国家每年有非常大的
基建市场；从国内看，随着
城镇化建设向深度转型，
我国新型城镇化进入了以
城市群和中心城市建设为
主体的发展阶段，必将为
建筑行业带来巨大的发展
空间。

面对新一轮的激烈竞
争，南通建筑铁军要立于
不败之地，须在以下三方
面发力。第一，要坚持品
牌发展战略。以质量为立
身之本，树立精品意识，扩
大“南通铁军”品牌效应，
积极开拓国际、国内市场，
切实练好内功，一步一个

脚印，稳扎稳打，方能行稳
致远。第二，要推进建筑
业转型升级。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提升精细化管理
水平，创新商业模式，突
出科技创新，推动数字化
转型升级，打造南通建筑

“ 联 合 舰 队 ”。 第 三 ，要
强 化 人 力 支 撑 。 坚 持引
进和培养并举，建立“一
揽 子 ”人 才 培 养 政 策 体
系，大力引进大师级高端
人才，培养更多工匠型高
技 能 人 才 和 青 年 科 技 人
才，让更多的“千里马”在
国内外建筑工地上竞相奔
腾，使我市建筑企业永葆
青春活力，再创南通建筑
业新的辉煌。

擦亮建筑之乡金字招牌
□刘予涵

近日，南通开发区竹行
街道龙田社区网格员深入
辖区各单位开展欠薪隐患
大排查，切实维护劳动者劳
动报酬权益，不断提高用人
单位依法用工意识和劳动
者依法理性维权意识。
（12月12日本报6版）

保障劳动者工资支付，
事关广大农民工、新业态从
业者等劳动者切身利益和
民生福祉，事关社会公平正
义与和谐稳定。因此，南通
开发区竹行街道龙田社区
深入辖区各单位开展欠薪
隐患大排查，维护劳动者合

法权益，回应了社会关切，
值得肯定。

然而，我们还应看到各
地 欠 薪 事 件 仍 然 时 有 发
生。在此背景下，各级管理
部门、监督部门更要承担起
劳动者“强势维权代表”的
责任。“欲流之远者，必浚其
泉源。”治理欠薪问题，不能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
应深挖现象背后的深层问
题，从源头上进行治理，依
法维护农民工权益，以制度
代替突击，以“护薪”取代

“讨薪”，方为治本之策。
一方面，治理欠薪过程

中要关注拖欠工资的重灾

区。对拖欠工程款问题较
为严重的领域，督促其设立
工资保障金，制订清欠计
划，并采取措施予以落实；
对建筑、餐饮、加工等农民
工相对集中的行业，制定有
针对性的工资支付办法，规
范工资支付行为等。另一
方面，防范欠薪必须把治理
关口前移。要贯彻执行好

《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把
治理欠薪变成制度常态，不
能 停 留 于 年 终 集 中 算 总
账。政府部门要日常化落
实好监管责任，从源头上防
止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的
发生。

防范欠薪须把治理关口前置
□鹰远

近日，我省高校 2022
级江苏籍大一新生身体素
质抽样测试结果出炉。数
据显示，我市籍贯的新生
身体素质平均分和合格率
两项指标在全省13个设区
市排名中分别上升了5名
和7名，学生身体素质明显
提升。
（12月12日本报5版）

一代伟人毛泽东在 20
世纪初曾经提出一句口号
风靡全国：身体是革命的本
钱。这说明我们不管做什
么事，从事什么工作，健康
的体魄应摆在首位。

这句话至今仍然具有
深刻的现实意义——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
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身体健康是首位。
只有拥有强健的体格、硬
朗的身板，才能为实现强
国 和 复 兴“ 两 大 宏 伟 蓝
图”提供强有力支撑和基
础保障。

从报道中，我们欣喜
地看到我市教育系统在学
生身体素质提质增效上是
花了大力气、下了硬功夫
的 。 这 些 实 实 在 在 的 做
法，为提升学生的身体素
质提供了坚强的保障。这
些好的现象和势头要大力
弘扬。

笔者以为，提高学生
身体素质，需要两方面的
结合。一方面，学校在不
影响正常教学的前提下，
要科学地增加体育课时，
保 证 学 生 每 天 的 运 动 时

间。另一方面，家庭要督
促孩子加强适当的体育锻
炼。这样，我们的学生身
体 健 康 才 能 得 到 有 效 保
证，胖墩、近视、肢体无力
等现象必然会越来越少。

眼下，有一些家长和
学 校 一 味 地 追 求 学 习 成
绩，忽视了学生的体魄，这
种 顾 此 失 彼 的 做 法 要 不
得，必须立即打住！要汲
取百年前的历史教训，强
我中华，必先强体。只有身
体素质提高了文化程度上
去了，才能实现教育的“双
赢”，实现伟大的中华民族
复兴梦指日可待。否则，
即使文化水平上去了，身
体素质却下来了，顾此失
彼，必然是教育的悲哀和
民族的不幸。

乐见通籍新生身体素质明显提升
□朱进清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推动力
是科技创新，并通过科技创新
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
业的形成和发展壮大。这是形
成新质生产力的“一体两翼”。

——经济日报：《以新质生
产力打造发展新优势》

南方用 PVC 材料铺设盲
道，并不意味着适用于北方城
市。倘若城市在基础设施建设
设计时不考虑自身环境气候等
因素，依葫芦画瓢，难免会出现

“南橘北枳”的结局。这暴露出
地方相关决策过程中的草率，
以及缺乏对财政资金应有的精
打细算。以此为镜鉴，其他城
市在自身建设的方方面面，都
应时刻绷紧科学决策这根弦。

——光明网：《“南橘北枳”
的盲道是一种警示》

为争抢市场扩展客流，一
些医美机构在宣传忽悠上不遗
余力，包括炒作、放大和泛化初
老概念。对这种刻意忽悠与误
导，必须拆穿西洋镜，保持警惕
性，恪守消费理智性。监管部
门要紧抓重点领域，全方位严
管医美服务，谨防商家宣传向
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群体蔓延
的现象，提升打击非法提供医
疗美容服务行为力度。

——东方网：《贩卖容貌焦
虑背后的商业算盘》

破解“儿科医生荒”

近期，流感、肺炎支原体等
多种呼吸系统疾病持续高发，
多地儿科就诊量激增，让儿科
诊疗资源匮乏，尤其是医生紧
缺等问题再次被社会关注，并
引发热议。你怎么看？

@井陉人家 要想破解“儿
科医生荒”，得找出“荒”的根源
在哪里。这需要高校、医院、医
生和家长多方发力。

@孙建国 医疗管理部门
和机构在平时就应注重医生的
全科化培训，只有这样，在某种
疾病大流行时，方可调集一切
可以派上用场的医疗资源，以
减轻“荒”的程度。

@微水四街 家长不要一
见孩子有病就着慌，有病乱投
医。轻小病家中休养，严重时
才到专科门诊治疗，这样才能
避免医疗资源的浪费和紧张。

本期话题下期继续

禁用“生鲜灯”

记者12月11日从启东市
市场监管局获悉，执法人员在
巡查时发现，启东市区某超市
仍在使用“生鲜灯”。执法人员
当即下达《当场行政处罚决定
书》，责令经营者立即改正并给
予警告，后超市人员在执法人
员监督下拆除“生鲜灯”。

（12月12日本报8版）

多管齐下严惩重处
□井夫

现实中，一些商家面对生
鲜灯“禁用令”，依然我行我素，
还 在 明 目 张 胆 地 滥 用 生 鲜
灯。此举无疑是对“生鲜灯”禁
用令的一种蔑视和挑衅。

因此，笔者以为，要真正有
效遏制生鲜灯，不能仅靠一道
禁用令，还需监管多管齐下，
严惩重处。一方面，监管要

“严督查”。市场监管、消保委
等监管部门应积极承担起监
管的主体责任，既要通过相
关媒体加大宣传力度，又要
通过全方位、全链条的严督
查，遏制无良商贩滥用生鲜
灯。另一方面，监管要“严处
罚”。一旦发现无良商贩滥
用生鲜灯，监管部门就应采
取“零容忍”的态度，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不妨通过高额
罚单、列入“黑名单”、从业禁
止等多种处罚手段，让其既付
出“经济代价”，又付出“诚信
代价”，更付出“禁业代价”，倒
逼其遵规守法、不再滥用生鲜
灯误导、欺诈消费者，从而营
造一个安全、放心的农产品消
费环境。

就应该“说一不二”
□周志宏

用生鲜灯为食用农产品
“美颜”，是一些商家的赚钱
“法宝”。执法人员当即对违
法商家下达《当场行政处罚决
定书》，责令经营者立即改正
并给予警告。这是对涉事商
户的警示，也是对所有商户的
震慑。

笔者以为，禁用生鲜灯就
该“说一不二”。食品安全不容

“美颜”，消费者的权益不容侵
犯。从这个意义上讲，生鲜灯

“禁令”，也是消费“保护令”。
在此宏观背景下，广大经营者
只有遵章守纪、依法经营，才是
正确的经营之道。

事关消费者“舌尖上的安
全”，市场监管部门必须加大
检查和执法力度，对仍使用不
符合规定的照明设施或蓄意
打“擦边球”的经营者必须严
格查处。广大市民应积极参
与监督，发现经营者有相关违
规违法行为的，可立刻进行投
诉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