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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有话

为留守儿童配手环是“精准关怀”

热点聚焦

“十一”长假期间，“黄金周”、“假日

经济”又成了热门话题。放假的本义是

休息，怎么就成了“经济”？给谁带来了

“黄金”？看看媒体报道就明白了：旅游

景点票价上涨，酒店行情一扫低迷，商

家小贩“磨刀霍霍”，更甭说车船飞机

……原来，假日给这些行业带来了“经

济”，送去了“黄金”，当然，地方财政也

同时有了可观的收入。这就叫“假日经

济”。

全国统一放长假，超常量的游客集

中出游，由此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倒也

是一件好事。有人甚至因此放言，我们

已经进入了“休闲时代”。然而，就全国

人口而言，选择假日出游者毕竟是休假

者中的少数，更多的人选择了在家休

息。不出门，或是因为消费不起，或是

承受不了人山人海的拥挤。多数人没

有介入消费，这样的“假日经济”值得考

量。

什么叫休闲时代？眼下似乎还没

有谁给它一个准确的定义。不过，从

拿长假说休闲来看，它与“黄金周”的

各种消费密切相关，其中包括旅游、购

物、娱乐，乃至出国度假等等，因此连

外国商家都“眼馋”中国的“黄金周”，

认定这是个赚大钱的机会，摩拳擦掌

纷纷上阵了。

如果上述内容就叫做“休闲”，那

么，请看一看、问一问你周围有多少人

如此休闲？笔者身居京城，左邻右舍说

不上富裕，但绝不贫困，即便如此，也没

听说多数人如上述那般休闲。由此推

论，更多的地方，特别是中小城镇（不说

广大农村）、中低收入者（不说困难群

体）也就更不可能了。放个长假，休息

几天而已；况且，许多农民工兄弟恐怕

连长假休息的权利还没落实呢。可见，

休闲离多数工薪族还远。

休息并不等于休闲，只是劳作之余

的歇息；休闲是要消费的，消费则需要

实力，要掂量掂量自己的“口袋”。囊中

羞涩、不堪拥挤，只能休息，谈不上休

闲。所谓“黄金周”，更多的还是对商家

而言。比花钱的“休闲”人更高兴的，是

挣钱的“忙碌”人。“黄金”二字对工薪族

而言没啥意义。

于是想到，如果不是全国统一放

假，人们才集中出游，各地吃、住、行、

游、购还会乘势涨价吗？如果不是承受

不起，不是人满为患，会不会有更多的

人愿意走出家门？如果没有人流如此

集中地涌入，旅游地景区的保护是否能

减轻压力？商业经营是否能均衡一

些？何苦再人为地扩大旅游淡旺季？

由此又想到了许多人更渴望的带

薪休假。如果这项制度得以落实，人们

有了可供选择的更灵活的休假方式，可

能削弱了“黄金周”，减少了一些“假日

经济”，但却可以不断拉动消费，持续促

进经济，而且可以减少集中休假、出游

带来的额外成本，何乐而不为呢？

问题在于，不肯落实带薪休假制度

的企业不会这样想，以赢利为目的的商

家不会这样想，唯有政府应该督促企业

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工会应该维护劳动

者带薪休假的合法权益。当大多数工

薪族有条件休闲了，拉动消费、促进经

济的又何止几个“黄金周”，何愁更多的

“假日经济”？ （张刃）

“黄金周”里的“假日经济”

APP上门医疗服务
须完善监管

点开手机上的相关APP，就可以享受买

药、预约护士进行上门打针等医疗服务。

对患者来说，省时省力，也可以避免因四处

奔走求医。尤其是对老年人而言，这样的

医疗服务无疑深得民心。因此，无论 APP

提供的是上门医疗服务，还是预约挂号、家

庭护理等内容，确实满足了一些人的需

求。但同时，这一医疗服务模式存在的问

题也不容小觑，比如，上门医护的行业操作

标准缺失、监管不到位等。这些直接影响

了行业的发展，也埋下了诸多消费隐患。

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相

关规定，诊疗活动只有取得医疗机构职业

许可证的单位才可以进行。但据报道，第

三方的上门医疗平台多数不具备这样的资

质，这就需要相关部门根据新形势，完善政

策和监管办法。据悉，使用APP就医，需要

填写患者信息，这些信息一旦上网，就会埋

下隐私泄露的风险。相关平台，以及涉事

医疗机构，保障用户信息安全不仅需要行

业自律，更需要相关技术的跟进，以防范患

者信息成为“贩卖品”和“牺牲品”。（李雪）

代驾乱象亟待监管规范

酒驾入刑后，“酒后找代驾”已成为普

遍的消费习惯。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全国

代驾行业总订单已超过2.53亿单，总产值达

154 亿元。而与此同时，代驾行业管理无

序，漫天要价、肇事逃逸等乱象频出。那

么，代驾之乱到底源于何处？行业规则、标

准不完善及门槛过低等“逆差”，导致问题

缠身。对于代驾这种新兴行业，目前尚无

明确统一的监管责任单位，也没有齐全配

套的监管制度。

当前，互联网浪潮汹涌澎湃，各种形态

的经济、社会创新层出不穷。对待这些新

事物，只要总体有益于社会、有惠于大众，

就应予以鼓励。但是，针对一再出现的创

新探索期容易暴露各种问题和不良状况却

往往由于监管不明而得不到及时处理的现

象。此时应对初创期的各种乱象弊端保持

关注并积极研究，提出科学治理方案，推动

尽快制定完善监管规则，确保行业得到调

整规范，问题获得及时解决。 （徐建辉）

让“现场急救”
成公众必修课

“巧得很！这个女护士正好走到这儿及

时施救，不然这个已没心跳的小伙，肯定没

命了。”近日在河南漯河市辽河路中段一家

电器商场，说起女护士吕彩霞危急时刻跪地

营救触电男电工的事情，店员们纷纷竖起大

拇指。专业医护人员不可能总是那么巧出

现在急救现场，这就需要更多普通公民掌握

正确的急救技能，让“现场急救”成公众必修

课，如果人人都是“急救员”，那必将有无数

本不该逝去的生命被挽救。 （祝建波）

众说纷纭

据新华社报道，为给留守儿童保驾

护航，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南州投入资

金近 2400 万元，为 10 万余名小学阶段

留守儿童配发安全手环，实现儿童信息

与公安机关报警平台和天网工程无缝

对接。六盘水市水城县，则研发了一款

由县级总调度、乡（镇、街道）监管、村

（居）动态管理的具备信息不全提醒、

GPS定位、自动生成报表等功能的留守

儿童工作大数据平台。

为留守儿童免费配发手环，是颇具

针对性的善举。

对留守儿童帮扶，就该“再多都不

嫌多”。从紧迫性和由易到难的渐进策

略看，解决留守儿童难题，首先要解决

的，就是其安全问题。《新京报》2015年

就曾报道，“据统计，中国每年有近5万

名儿童死于意外伤害，其中大部分是留

守儿童；2014 年一份调查数据显示，

49.2%的留守儿童过去一年中遭遇过不

同程度的意外伤害”。

在此背景下，坐而论“根本性解决

之道”固然重要，但更紧迫的，还是多些

务实的“靶向施治”，比如用具备定位、

预警和通话等功能的安全手环，为他们

多提供些庇护。当某些孩子身陷危境

时，或许能通过手环求救，而不是危难

时身旁无一人。

为留守儿童配发安全手环，建留守

儿童工作大数据平台，难得之处还在

于，将保护留守儿童安全跟大数据技术

结合。都知道，现在是互联网时代，留

守儿童安全防护、预警应急等服务也能

加载“智能化”技术，实现保护方式创

新。这不无启示：就像“科技助残”那

样，留守儿童保护中的很多难题，或可

依靠技术去攻克。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配手环的是毕

节等地，而毕节曾是几起留守儿童相关

悲剧的事发地。2015年9月，贵州还曾

印发工作实施意见，要求全力控制留守

儿童增量，每县每年减少人数不低于

10%。但无论是主动作为，还是迫于考

核压力，当地此举都值得肯定。

现实中，有留守儿童的，远不止这

些地方。因而，毕节等地的“精准关怀”

经验，还有让关怀嵌入“技术因子”，勿

以善小而不为的责任意识，都可资其他

地方借鉴。所谓“功不唐捐”，就是即使

治本很难速成，不妨多些治标之策——

日拱一卒见效虽慢，却实用。 （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