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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个人挤入核载人数为13人的
电梯，工作人员喊了半天，没人肯下
来。结果，电梯直接从1楼下坠到负
一楼，18人全部被困。这是7月12日
上午发生在湖北襄阳某写字楼的一
幕。（据《海峡都市报》7月15日报道）

挤满人的电梯直“拍”到地下
室，虽然万幸无人伤亡，听起来也足
够让人心惊胆寒。探究事发的根本
原因，在于乘坐电梯的人不自觉，看

到电梯里人太多还进去凑热闹。对
如此触目惊心的教训，电梯的管理
人员要牢牢记取，每个坐电梯的人
也务必牢记在心。

一旦出现电梯超载的现象，电
梯的管理人员一定要及时介入，要
从维护公众生命安全的高度去维护
秩序。事发当时，管理电梯的物业人
员并不是完全袖手旁观，也曾呼吁
超员的乘客下电梯，但是，由于无人

响应，只好眼睁睁看着电梯带着风
险关上门。

事实说明，电梯管理者在关系
安全运行的问题上，不仅要主动介
入，更要处置果断、态度坚定，对于
严重超员却不肯退让等行为，必须
果断叫停电梯，而对敢于闹事者，可
以直接配合公安机关予以处理。否
则，一旦由于优柔寡断导致严重事
故的发生，物业管理者不仅要遭受

职业道德的谴责，还必然要承担相
关法律责任，何苦呢？

除去寄希望于有关部门加强电
梯安全性的监管，坐电梯的人自己
更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宁等三分
不抢一秒”，是一句经典的交通安全
箴言，不仅于道路交通有效，坐电梯
也要牢记这句话。电梯上都明确标
有乘坐人员上限，超员了要及时提
醒后来人别再挤进来，或者自己干

脆自觉地退出去。
坐电梯可以不对电梯的警铃声

负责，可以不对别人有关素质高低
的评价负责，但是，一定要对自己的
人身安全和家人的担忧负责。等一
趟电梯不过是几分钟的事情，多等
几分钟误不了多大的事，盲目抢挤
那几分钟倒有可能摊上大事。且慢
向挤满人的电梯跨出那一步，我们
都要牢记这安全意识、警惕意识。

中国气象频道官方微博中国
气象昨天发布了内地“四大火炉”
新排名，福州成为高温王者，荣获

“冠军”宝座，重庆和杭州位列二、
三名。南京跌出前十名，排名14。但
有网友称，“这也并不能代表南京
不热，冷暖自知有木有！”而南京气
象也表示，“排名神马都是浮云”。
有业内人士质疑，仅用高温天数代
表“火炉”城市欠妥，温度、湿度、风
速、高温时长、夜间温度等因素都
要考虑，尤其是“体感温度”是老百
姓最能体会到的，与其说是“火
炉”，不妨用“炎热指数”来替代。（7
月16日《扬子晚报》）

没有最热，只有更热。笔者所
在的济南，正遭遇着“大雨之后的
桑拿天”，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了一个让济南人难以理解的尴尬
事实：济南这座原来的火炉城在全
国火炉城市排名中，已经降到了第
15名。真是好伤济南的面子———一
座三面环山的城市，怎么可能不是
火炉？看来，谁都别自我感觉良好
地认为自己所生活的城市是火炉，
所谓“天外有天”，“城外有城”，比

你那边热的城市有的是，谁也别跟
谁矫情。

对一座城市而言，如果被选入
了“X大火炉”，是件很伤感情的事。
一者，这暑期到了，指着靠学生旅游
再增加几斤GDP呢，一个“火炉”的
称号，足以让所有旅行者望而却步；
二者，每个城市都希望自己是“春
城”，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招蜂引
蝶”，“火炉”就好比“火坑”，对于城
市的管理者而言，谁都不想往里跳，
能尽早脱掉“火炉”的帽子，还是要
早脱，不然，都不好意思跟其他城市
的官员打招呼。

中国气象频道官方微博发布的
“新四大火炉”的版本，便会出现“几
家欢乐几家愁”的景象。传统火炉城
市，会锣鼓喧天，高兴自己不是火炉
了；而新版火炉城市则会愁眉苦脸，
如何脱掉这顶不光彩的帽子，便成
了当地政府的首要问题。

其实，一座城市是不是“火炉”，
最有发言权的不是整日坐在空调室
里喝茶的人，不是城市管理者，甚至
不是气象工作人员，而是工作生活
于户外、茶余饭后摇摇蒲扇顶多吹

吹电扇的广大工人和市民。他们的
感受，才是第一重要的。市民们的真
实感受，就摆在那里，无论我们是否
生活在所谓的火炉城。明明是天天

“蒸桑拿”、“蒸包子”，城市管理者还
是庆幸于让别人抢了“火炉”的帽
子，这难免有些自欺欺人。

拒绝“火炉”称号容易，让城市
温度降下来难。高温，是一种灾害。
但拒绝高温，政府部门不是完全没
有对策。如何实现城市降温？答案其
实很简单：其一，增加城市绿化面
积，增加城市之中能够吸收热量的
植物，减少反射热量的水泥和柏油
路面积；其二，建设卫星城市，控制
大城市规模，降低“热岛效应”；其
三，控制车辆工厂排放热量……以
上这些，我认为都是并不难做到的

“物理降温”。
除了“物理降温”，还要在权利

上对户外高温从业人员进行特殊关
照———城市管理者应该监督落实好
政府关于防暑降温的种种政策。去
年6月29日，最新的《防暑降温措施
管理办法》实施，对于高温作业以及
高温补贴进行了新的规定。但是，这

样的规定并不容易落地。户外高温
作业仍然是常见的现象，高温补贴
也难发到底层工人的手中。让这些
问题一一解决，城市管理者还有许
多工作要做。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权
利上的降温”。

一座城市是不是“火炉”，其实
并不重要。只要城市管理者和建设

者一心想为城市降温，就不会让老
百姓感觉自己是生活在“火炉”之
中。如果城市只顾建设高楼大厦，建
设水泥丛林，让城市之中不见一丁
点土壤和绿色，不给市民和户外工
作人员以人性上的关怀，则这样的
城市就不仅仅是“火炉”，还有可能
是“火坑”。

比争脱“火炉帽”更重要的……
王传涛

头条
高考刚结束，早已又有家长打

听学校周边出租房信息。与之相比，
学校里的一幢幢整洁的宿舍楼却鲜
有人问津。眼下，从小学直到高中，
父母陪读已成为了一种见怪不怪的
社会现象。

为了让孩子专心读书考大学，
有些家长不惜放弃自己的工作，有
些家长还从农村进城，住到学校附
近陪读，照顾子女的日常生活。在与
家长的交流中发现，他们深切地感
受到，社会竞争激烈，没有学历和专
业技能，在社会上很难谋生，这使他
们将所有的心思集中在提高子女的
学习成绩上。虽然说绝大多数的家
长也逐渐意识到，陪读对于孩子独
立人格、独立的思考能力、独立的行
动能力的培养和锻炼是不利的，但
一些家长依然认为如果锻炼的成本
过大或者说危险过大的话，那锻炼
就不能叫锻炼了，而应该叫冒险。于
是普遍认为与其冒险不如陪读，陪
读是他们觉得惟一可行的方式。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
话既代表所有陪读父母的心声，也
催生了陪读这一特殊的教育形态。

父母陪读，实际上体现出父母
对子女学校教育过程的过度参与。
学习最终是靠自己，父母过分的关
心，严厉的督查，反而帮倒忙。父母
陪读如果仅仅是为了给孩子提供衣
食方便，扮演一个保姆的角色，那么
孩子永远也长不大，永远也不敢面对社会面对生活。

其实这些学生享受着陪读的舒服，同时也失去
了很多他们本该有的求学体验。比如学校宿舍的那
种集体生活，那种团队协作是多么有趣和有意义。然
而他们每天孤独承受着学习的压力，也很难交到知
心的朋友。以至于在学习时很渴望窗外的操场，到了
操场自由活动时，却又不到半小时各自分散。中学生
需要学会自己处理问题、接受挑战，培养独立判断事
物的能力，适当的挫折正是这个阶段不可或缺的经
历和锻炼。如果父母一路“陪”下去，孩子就成了温室
里的花朵，难以长成栋梁之才。

当然，要消除陪读这种现象，一方面希望家长从
小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另一方面，相关部门还要切
实加强城乡教育发展的均衡度。同时，也要对陪读家
长担心的一些问题引起重视。如家长们担心的学校
周边的不良环境对学生的影响等等。作为学校，应尽
可能地完善学校硬件设施，为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
和生活环境，不应该为了规避学生潜在的管理风险，
对要求陪读的孩子“顺水推舟”。

为了孩子们身心完善健康地成长，笔者在这里
呼吁，让可以住校的学生回来吧。请家长们相信学校
有能力管理并培养好你们的孩子，让不该有的陪读
热降降温吧。 （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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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是不是“火炉”，最有发言
权的不是整日坐在空调室里喝茶的人，
不是城市管理者，甚至不是气象工作人
员，而是工作生活于户外、茶余饭后摇
摇蒲扇顶多吹吹电扇的广大工人和市
民。他们的感受，才是第一重要的。

明明是天天“蒸桑拿”、“蒸包子”，
城市管理者还是庆幸于让别人抢了“火
炉”的帽子，这难免有些自欺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