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遇老人摔倒该不该
扶？近日，南通市区人民路
板桥新村公交站台附近，一
名老人在过马路时突然重
重摔倒，无法起身，关键时
刻，一名公交司机和3名候
车乘客毫不犹豫赶到老人
身边将老人扶起，交出了一
份温暖的答案。

（1月10日本报5版）

在我们的生活中，每天
都有许多感人的事迹在发
生，它们或许看似渺小，但
却传递着巨大的正能量。
正如新闻中描述的，陈小兵
师傅和 3 名乘客共同扶起
跌倒老人的事，就展现了小
善举背后的大爱心，为社会
传递了正能量。这个温暖
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社会
道德的升华。在这个瞬息
万变的时代，我们更加需要
弘扬这种扶助他人、传递大

爱的精神。
面对老人摔倒，扶与不

扶成为一个热议话题。其
实，在这个看似冷漠的社
会，大多数人内心都燃烧着
善良的火焰，在面对需要帮
助的人时，都愿意伸出援
手。然而，个别不良事件的
发生，让人们在帮助他人时
产生了顾虑。这种现象值
得我们深思，如何构建一个
和谐、友善的社会环境，让
爱心得以传递，让责任感得
以弘扬，这需要每个人的共
同努力。

首先，家庭、学校和社
会应当共同加强对青少年
的教育，培养他们关爱他
人、乐于助人的品质。通过
教育引导，让更多人意识
到帮助他人不仅是道义责
任，更是人性使然。当别人
遇到困难时，我们要学会换
位思考、将心比心，让关爱

成 为 一 种 自 然 而 然 的 行
为。其次，媒体要发挥舆论
引导作用，积极宣传正能
量。通过对身边好人好事
的宣传，让更多人感受到社
会温暖，激发人们的善举。
同时，对那些恶意损害他人
利益的行为进行批评，引导
社会风气向好。此外，政府
部门和企业应加强对公共
场所的安全设施建设，如增
设扶手、警示标志等，提醒
老人注意安全，提高老人及
家庭成员的安全意识，预防
类似事故的发生。

一个和谐的社会，一定
是充满关爱和温暖的社会。
让我们都成为关爱他人的践
行者，用我们的小善举，汇聚
成强大的爱心力量。

@台州美 在南方多地也
开启“速冻”模式的背景下，
保障低温作业劳动权益刻不
容缓，但不少户外劳动者却
没听说过何谓低温津贴。可
见，宣传还不到位。

@黄岩人家 低温津贴落
实难的主因是目前尚无国家
标准，导致用人单位发放津
贴无据，监管部门执法无规。

@王红峰 期待有关部门
尽快进行低温津贴的基本制
度设计，对低温作业的工作
时长、工伤认定、津贴标准、
低温作业保护措施等方面进
行细化，便于操作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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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取暖神器”烫伤了市场
□宝哲

释放“送春联”的文化溢出效应
□徐剑锋

如何让古建筑变身城市文
化客厅，如何让更多市民“开门
见文化”，平衡好文化味与商业
性至关重要。只有实现文化与
商业共生的良性循环，才能让
网红街道保持“长红”。

——广州日报：《文艺网红
街区如何“长红”？》

年轻人涌向低评分餐厅，
一方面说明当下的消费者更加
理性，倾向于根据实际消费体
验做出消费决策，另一方面也
隐藏着对餐饮消费评价体系回
归真实、公平和全面的一种期
望。评分高了，口碑差了，顾客
少了，“高分营销”走不通了。
商家应该回到“好好做饭”的主
业上来，不要再追求“刷好评”
引流量的泡沫。而网络平台评
分失真，影响的不仅仅是消费
者，更是市场秩序、消费环境。
相关部门在依法整顿净化市场
的同时，要对接消费者的需求，
加强对餐饮消费评价的监管，
尽快改进和完善餐饮企业在网
络平台上的评价和展示机制，
既要引导商家认真做出美味佳
肴，也要引导消费者客观看待
评分和打分，让评分更有含金
量，让“口碑”更加货真价实。

——南方网：《年轻人涌向
低评分餐厅，是一种警醒》

低温津贴“遇冷”

近期，冷空气来袭，多地开
启“速冻”模式。将发放低温津
贴等低温劳动保护做得更好，是
对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
等户外劳动者应有的关怀。然
而，记者采访发现，低温津贴仍
存在落实难的情况。你怎么看？

进入数九寒冬，各类御
寒用品变得走俏起来。9
日，记者通过在线上搜索、
线下探访发现，今年取暖设
备花样层出不穷，甚至出现
了多元化、细分化的趋势。

（1月10日本报5版）

天气寒冷，“取暖神器”
开始热销。各种不同类型的

“取暖神器”也就在市场上
盛行起来。不过，一些所谓
的“取暖神器”却容易让人生
气上火，因为买它就是在交

“智商税”。笔者以为，针对
大火的“取暖神器”，是时候

该浇浇冷水了。
一是给“安全隐患”浇浇

冷水。调查显示，一些所谓
的“取暖神器”由于设计不合
理，或者是三无产品，本身涉
及安全的问题，成为一种安
全隐患。天气寒冷，人们想

“温暖一下”的诉求是可以理
解的，但还是必须以安全为
重，不可胡乱使用存在安全
隐患的“取暖神器”。

二是给“夸张宣传”泼
泼冷水。笔者在一些短视
频平台上看到一些“取暖神
器”，有一款叫“赛过空调”
的暖风机被说得神乎其神：

每天只需要一度电，就可以
让 100 多平方米的房子温
暖如春。实际上，它纯属信
口开河，消费者购买之后才
发现上当受骗了。

三是给“生产厂家”泼
泼冷水。说到底，一些哗众
取宠、标准不高、隐患重重的

“取暖神器”之所以能把消费
者当韭菜收割，还是因为此
类产品源头的生产出了问
题。因此，有关部门应该顺
着这个线索实现源头上治
理，好的“取暖神器”可以畅
行无阻，不好的“取暖神器”
则需要拦截在“出厂之前”。

5日，崇川区唐闸镇街
道尖沟头社区、长岸社区联
合邀请街道退休干部、唐闸
书画院常务副院长顾正洪
来社区书写“福”字，为即将
到来的春节营造浓厚节日
氛围。

（1月9日本报7版）

从一副副手写春联中，
我们真切感受到传统文化的
魅力、年俗的活力。这样的
活动多多益善，最好能够制
度化、常态化。

从某种程度上讲，手写
春联就是别样的“年味”，理

当利用好这个载体和平台。
一方面，现场书写春联，既可

“私人定制”内容，也能展示
书法魅力，无疑是对书法艺
术、对联文化的最好传承
和保护；另一方面，春联中
蕴 含 着 诸 多 传 统 文 化 元
素，如字词的对仗、音韵的
平仄等等。在手写的过程
中，既可以为大众普及对联
常识，也能在加强书法交流
中增进文化自信。尤其是
看到书法家挥毫泼墨，总有
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苍劲
有力的大字更给人一种精
神动力。

手写春联广受追捧，既
是传统年俗的回归，也提升
了春节的文化颜值。希望能
继续有针对性地组织书画家
深入社区、企事业单位，为市
民多拟写一些既富传统韵味
又有时代气息的春联作品，
多制作一些“私人定制”的

“书法春联”。同时，要顺应
“互联网+春联”的新趋势，通
过开展线上春联知识问答、
手写春联展示、品春联、议春
联等活动，在潜移默化中发
挥滋养人心、凝聚力量的作
用，把送春联活动的文化品
牌擦得更亮。

处理过期药品

记者从崇川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获悉，崇川区自2016年启
动家庭过期失效药品回收工
作，目前已动员57家药品零售
企业参与，累计回收并销毁家
庭过期失效药品31153盒。

（1月10日本报3版）

回收要有制度保障
□刘予涵

众所周知，做好过期药品
回收工作，对保障公众用药安
全、推进药品全程化监管、减少
环境污染都有重要意义。

我国药品管理法明确规
定，过了有效期的药品为劣
药。当前，过期药品虽然被列
入了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但对
过期药品的回收处理却尚无专
门政策。由于没有从制度上建
立起过期药品常态化、长期化
的回收机制，导致我国过期药
品难以应收尽收。

笔者以为，要想推动过期药
品回收工作走向规范化、常态化，
必须建立起强有力的回收保障制
度。一方面，国家层面要出台严
格的法律加以规范，为药品回收
制定专门的制度。另一方面，政
府部门要加大对过期药品危害及
回收知识的宣传力度，让公众了
解过期药品的危害，养成定期清
理、不随便丢弃过期药品的生活
习惯。此外，要建立过期药品回
收奖励制度，推行有偿回收或“以
旧换新”，对参与过期药品回收的
药店、社会组织和个人给予补贴，
以提高过期药品回收的积极性。

免费回收是好办法
□叶金福

眼下，随着人们健康意识
的不断增强，“小药箱”成了不
少家庭的必备品。但由于不少
常备药都有服用期限，一旦过
了期限，很多人往往采取“一扔
了之”。可以说，家庭过期药品
处置乱象危害多多、隐患重重。

此次，崇川区设置家庭过
期药品免费回收点，无疑是处
置家庭过期药品的一个好办
法。可以说，这既帮助居民解
决了过期药品的“处置难”“处
置乱”的问题，又避免了家庭过
期药品“乱扔乱丢”所带来的各
种危害。

当然，除了要引导广大居
民积极参与到家庭过期药品免
费回收活动中外，有关部门还
应引导大家理性购药、安全用
药、不盲目囤药，把药品资源留
给真正需要的人，减少浪费，在
全社会树立正确的用药观念，
从而避免家庭常用药品出现过
期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