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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式撤离”理当是文明的日常

换个马甲涨11倍，药价岂能任性

生命第一，危房改造不该一拖再拖

为担当者打造硬邦邦的“护身符”
“两次招标均无违规行为，信访举报人反

映的问题与事实不符……”近日，江苏省无锡
山水城规划建设局中层以上干部经历了一次
特殊的会议。来自无锡市滨湖区纪委监委的
两位同志就该局新任局长鲁某的信访举报情
况进行了澄清说明。滨湖区纪委监委以澄清
会的形式为鲁某正名，传递了鲜明的价值导
向，为担当者开道，为实干者兜底。既保护了
干部的干事创业积极性，也提升干部的“政治
安全感”。

信访举报是监督党员干部的重要方式，
是纪检监察机关获取问题线索的重要渠道。
然而，受不良政治生态的影响，一段时期以
来，在个别地区和单位，这种举报权利却被肆
意滥用，变成了恶意举报、不实举报。

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
重，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条重要原则，也
是我们党干部监督管理工作的一贯方针。
从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
纠错机制”，到去年5月中办印发并实施《关

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
为的意见》，一系列制度设计均有鲜明落脚
点，旨在从制度安排上保护广大干部的积
极性，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
行先试出现的失误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
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尚无明确限制的
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错误，同明令禁止后
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
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
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一方面激励干
部更有动力干事创业，不被受到掣肘；另一
方面为受委屈、被误解的干部正名，还他们
公道。

从各地实践看，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
鼓劲已成价值共识，为受诬陷的干部正名也
越来越常态化。滨湖区纪委监委此前不久研
究出台了《滨湖区纪检监察失实信访举报澄
清工作办法》，鲁某成了适用这一政策的第一
人。正如中办下发的相关文件所称，“严肃查
处诬告陷害行为，及时为受到不实反映的干

部澄清正名、消除顾虑，引导干部争当改革的
促进派、实干家，专心致志为党和人民干事创
业、建功立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干部，干是当
头的，既要想干愿干积极干，又要能干会干善
于干，其中积极性又是首要的。”党员干部只
有沉下心来，真心愿干、公心敢干、用心实干、
匠心巧干，我们的党才有力量，我们的国家和
民族才有希望。只要是出于党性、出于事业、
出于大局，不碰触法律底线，不从中牟取私
利，干部就该大胆试、大胆闯、大胆干。要在
全社会营造勇于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免去干事创业干部的“后顾之忧”。

为担当者打造硬邦邦的“护身符”，着力
营造风清气正、担当尽责的政治生态，既是大
势所趋，也是现实所需。值得欣慰的是，目前
全国上下正在掀起这股新风。假以时日，久
久为功，势必涌现更多想干事、能干事、敢担
当、善作为的干部，在干事创业中不断焕发新
气象。

2015年，杭州下城区政府提出对朝晖六
区包括67幢在内的13栋住宅成片改造，推倒
重建。这个小区有4幢房子被专业机构鉴定
为C级危房（最高等级为D，整幢危房，需立
即停用）。

然而，4年过去了，这一曾被下城区政府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十大重点工程”之一，
至今未见启动的迹象。原因是，没有达到全
小区90%同意连片改造的最低启动比例。

这边厢危房的绝大多数住户每天过着提
心吊胆的日子，急切盼着能早日完成改造，那
边厢有关部门给出的答复是只有做通了业主
工作，后续立项、筹资、设计、施工，政府才会
负责实施。

我们当然明白，危房改造的确是个系统性
的技术活，牵扯到方方面面，不可能说改就能

改。但足足4年了，再复杂的事情也该有个了
断了吧？然而偏偏就是卡在了这个连片同意
率上，必须达到90%，甚至100%才可以。即便
如此，如果这段时间里，多做做那些当初反对
的居民的思想工作，或许情况也不会如此。但
偏偏这么久了，直到去年才做了一次民意调
查，结果因为不达标，就偃旗息鼓了，不做了。

危房的危险往往是猝不及防的，尤其是
随着雨季的到来，更是多了几分不确定因
素。任何工作的开展，都应该建立在生命第
一、安全第一的前提下。政策的限制也好，客
观因素的制约也罢，纵有千万理由，也不该成
为危房继续矗立的借口。

何况，方法总比困难多，比如有人担心孩
子的上学问题会受到影响，又比如有的老人
担心搬家困难，折腾不起。没错，这都是现实

的困难，但作为管理部门，在工作推进中，为
什么就不能有针对性的进行协调和解决呢？
我想，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服务到位了，利
弊讲清了，不讲道理的人毕竟是少数。

工作能不能做好，主动是关键。危房解
危，考验着政府职能部门在城市管理中的精
细化水平。希望有关方面，能够更主动积极
些，发自内心地替危房中的住户多考虑些。
毕竟，生命第一，真到了出事的那天，天下是
没有后悔药可买的。

此外，作为小区里的居民，也该懂得孰轻
孰重。在安全和生命面前，一切都是浮云，危
房改造是一件利于你我他的大善之举，尤其
不该只看到自己眼前的利益，而让大家跟着
陷于惴惴不安的生活。最后还是那句话：生
命第一，危房改造不该一拖再拖。

近日，江苏常州某小学在举行“六一”活
动时突遭暴雨。在几十秒内，现场近3000名
师生家长毫不慌乱，有序退场。视频曝光后，
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称这是“教科书式的撤
离”。该校校长表示，这是学校的日常，各位
网友不必“大惊小怪”。

面对突发暴雨，近3000人能够毫不慌乱，
在几十秒内有序退场，这的确称得上“教科书
般的撤离”。而这种有序撤离，与人们印象中
集体活动“一哄而散式”的离场完全不同，让
人眼前一亮。

长期以来，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我们个
人的生活体验里，总有这样的刻板印象：每逢
大型集体活动，例如看演唱会、球赛之类活
动，即使是常规散场，人群都时常一片混乱，
留下遍地垃圾。要是中途遭遇恶劣天气等突
发情况，则更容易出现混乱。

而江苏常州某小学的退场改变了人们的
既有印象。近3000人里，包含部分老师和家
长等成人，但更多的，是未成年的小学生。在
突遭暴雨这一突发情况后，这么多孩子能做
到“教科书般的撤离”，一方面当然得益于活
动组织者的有力疏导，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
要的，是这些学生们已经接受了规则教育，具
有了规则意识。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小学生“教科
书般的撤离”，体现了文明礼仪和社会规则教
育的成果。民众的“高素质”是由良好的规则
和社会环境教育、熏陶出来的。好的规则和
环境，对于一个社会至关重要。缺乏必要的
规则意识，人们就会表现出各种“低素质”的
不文明行为：不守秩序，插队，公共场合大声
讲话，乱丢垃圾，等等。

规则教育，应该从基础教育阶段抓起，从

小抓起，这样做的效率最高。学校，是培育青
少年规则意识和文明礼仪最重要的场所。学
校应该把规则教育作为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
重要维度和重要内容。这也是学校德育教育
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前，许多学校在日常教育中纳入了规
则教育，但有的学校只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
在规则教育方面并未形成教育自觉。这种

“做样子”的教育必然不会取得良好效果。只
有在平时的规则教育中形成自觉，才能“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让学生们真正产生规则意
识，并在日常生活中自觉遵守。

接受规则教育的对象，也不应局限于小
学生。实际上，即使是大中学生，乃至成年
人，都有必要不断接受规则教育，强化规则
意识，为自己的文明礼仪和规则意识查漏补
缺。

“有理”取闹 同样丑陋
最近，一则“飞机延误乘客让航司人员下跪道歉”

的视频引起关注。视频显示，在郑州新郑机场，一位男
乘客因不满航班延误，当众要求航空公司工作人员“跪
下来，跪下来向我们道歉”。

对于这种事，应该怎么看？四个字，岂有此理！
航班延误7个小时，愤愤难平，这是人之常情，维护权
益、要求道歉，亦属情理之中。但无论怎么怨气冲天，
不管如何怒火中烧，都不该蛮横霸道，无法无天。要求
工作人员下跪，这属于侮辱他人尊严，涉嫌侵犯他人权
益——以维权之名，行施暴之实，咄咄逼人，出乖弄丑。

古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必其自敬也，而
后人敬之。不会换位思考，不懂得设身处地，那就只能

“人设崩塌”，成为网络视频中为人所嫌弃的“奇葩”风
景。 文/夏振彬 图/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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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点招，多陪陪孩子
前不久，江西景德镇，一名交警收到了一张“罚

单”——女儿给开的。
当时，这位交警正在路口执勤，突然，他的两个女

儿走到面前，递上一张手写的“罚单”，罚款理由是不回
家陪她们，罚款金额200元，罚款用途是陪她和妹妹吃
自助餐，还拿出笔来要爸爸签字“确认”。这事儿，让人
忍俊不禁，又让人有点心酸。

今年春运时候，有一个列车长因为工作忙，没法
陪儿子过年，只好写一张“请假条”来表达歉意，结果孩
子挺通情达理，专门签上了“同意”，然后放在自己的

“百宝箱”里，小箱子里头，已经攒了一堆这样的假条了
……

这两天看新闻，一名正在海外执行维和任务的母
亲，儿子马上参加高考了，回不来，咋办？寄回跟同事
的合照为孩子打气加油，还拍了一段视频说，“这个世
界并不太平，只是你恰好生在中国。”儿子看了，想来不
光能理解，而且会特别有荣誉感！

除此之外，社会各界也可以多给些关怀。学校最
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有时候，老师的几句鼓励，几句
安慰，就能像春风一样扫走阴霾……

文/许丹旸 图/孟青

课间十分钟，不该静悄悄
曾经的中小学校园里，下课铃声一响，孩子们的

欢声笑语就会响成一片。可如今，很多学校和老师却
不允许中小学生课间外出玩耍，“安静的课间十分钟”
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
60.6%的受访家长期待相关部门出台指导意见，督促学
校改进。

悄无声息的安静，可以让人感到安宁，也可能让
人不安，“安静的课间十分钟”就属于后者。试想，一间
学校，有着百千个天性好动的孩子，连课间十分钟都鸦
雀无声，多么违和、何其不合常理！

若问何故，不妨先回答为什么一节课以四十分钟
为限、课间要有十分钟时间休息。教育是一门科学，科
学研究认为，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注意力集中时间有差
异。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四十分钟已是注意力集中的
极限值，一节课时长不能超过这个数值。课间十分钟
则是孩子们恢复体力、视力、注意力必需的时间，适当
的活动可以加快恢复过程，而安静状态显然达不到期
望值。体力、视力得不到适当恢复，长此以往，伤害的
就是孩子身体。

学校也许出于学生安全考虑，担心孩子在活动中
受伤，或许还有一点点“私心”，害怕负责任。无论出于
何种考虑，剥夺孩子课间十分钟自由活动的权利都是
不妥的，必须纠正。有什么顾虑或困难，可以与教育管
理部门、保险公司、家长坐下来商量，找到一个让各方
都能接受的方案，还孩子课间十分钟。 文/连海平

据《工人日报》报道，冠心病、心绞痛患者
的必备急救药——硝酸甘油，最近一段时间
里接连暴涨，从过去的100片16元，到如今15
片25.7元，每片涨价近11倍。

短时间里这么惊人的涨幅，莫非有什么
特殊原因？记者找到国内最大的生产商——
北京益民药业公司，了解之后发现原因只有
一个，换包装了，原先100片一瓶，现在改成
15片一瓶了。

为什么换包装，是因为开了瓶以后有保
质期，100片一瓶很多都浪费了，改少以后不
浪费了。而为什么换个包装就涨价，对方解
释，过去定价过低。如今涨价，一方面是换了
新包装，过去100片生产是单独定制的机器自
动生产线，现在换新包装后，过去的生产线用
不了了，改成了手工包装，所以生产效率也受
到影响。“过去100片包装大概一周能生产3

批，现在改了新包装后，1个月生产1批，所以
整个包装成本和工时也都增加了。”

整件事情有很多荒唐之处，首先自然是
价格。换包装换生产线，增加成本是必然的，
售价上有所变动，也可以理解，现在人工成本
又比较高，不能要求药品不涨价，但这么个涨
法，就不是所谓增加成本能解释的，而是一种
恶性涨法，是对患者的一种直接伤害，非常之
粗暴。

能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这样一家在
业内有决定性影响、在市场有决定性作用的
企业，怎么能任性地说涨就涨，说少生产就少
生产呢？如今，市场上价格暴涨，还经常断
货，买不到药，责任由谁来背？

问题出在市场上，答案也在市场里。药
品市场本身就有比较高的准入门槛，哪怕是
一般药品，新进企业要想获得生产资格、获得

相关资质，需要经过严格认证，时间短不了。
生产出来想进入市场进入医保又需要比较长
的周期。缺少足够多的后来者，所以，市场竞
争法则有时候会失灵。这就导致药品有时呈
现一种非理性的状态，同样的药价格相差悬
殊，同样的药不同的包装价格相差悬殊。换
个马甲就涨价的事不是一两回了，已经成为
药企淘汰低价药的一种惯用手法。显然，这
些都给了益民说涨就涨让市场被动接受的底
气。

这件事立了一个坏榜样，如果靠换换包
装，换换名字就能把老药弄得跟新药一样，就
能卖出天与地差别的价格，那还有谁愿意创
新呢？都来投机取巧好了。如果大家都以自
己的市场地位说事，那么垄断企业是不是可
以把价格抬到天上去，市场份额高的企业就
可以为所欲为，那么谁来照顾民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