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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一公司冒充消防部门推销消防器材

消防知识要学，器材辨伪也要学

市区欧微大厦一家公司， 以消防部门的名义开展
消防培训，并推销消防器材。 嫌疑人向某被带到派出所
后，承认冒用消防部门名义推销消防器材，同时进行了
深刻检讨。 （据本报 8 月 13 日 5 版）

借消防培训课的名义推销消防器材， 就好像在养
生课上推销保健品，现在的销售都会进行包装。 消防培
训的基础知识是大众极度欠缺的， 人们的安全防范意
识淡薄，对消防毫无概念。 比如小区内消防通道长期被
占、随意私拉电线、将柴间车库改作厨房等等违章现象
以及对家庭初期灭火流程等防范知识的匮乏。 冒充消
防部门推销消防器材这一行为是违法的， 必须严厉打
击，如果在推广消防知识的同时，推销的消防器材都是
合格产品， 那还算做了点好事， 但现在的造假技术很
高，什么有效期 、合格证 、检验报告 ，都能配齐 ，普通老
百姓很难辨别。 购置消防器材，还是要通过正规渠道。

小区保安骚扰女租户，聊天内容露骨

遇到骚扰，大胆拒绝并举报

租住在市区元湖一号的陈女士向晚报求助， 称小
区一名保安不停地通过微信骚扰她，聊天内容露骨，被
拒绝后还有人身威胁。 她向物业反映，保安主管称这属
于私人行为。 记者调查后，物业负责人表示该保安和保
安主管均已被辞退，并对陈女士表达歉意。 （据本报 8
月 16 日 5 版）

说句实话不要打我，类似的行为是个普遍现象。 说
好听点叫撩妹，讲难听点就是骚扰。 与生俱来的欲望总
会支配着有些人做一些非理性或出格的事情。 显然，这
名保安已经相当过分，不但言语轻浮露骨，甚至涉及人
身威胁。 如果没有人身威胁，可能陈女士还不会主动找
到物业反映该问题。 因为在性骚扰的大部分案例中，弱
势一方通常因羞于启齿而选择隐忍， 从而让对方变本
加厉肆无忌惮。 而骚扰不同于猥亵强暴，在“度”上很难
判别， 就像保安主管的第一反应： 这是你们的私人聊
天。 所以对于类似的骚扰，不但要严词拒绝，而且要予
以举报曝光。 也许这种现象杜绝不了，但我们可以试着
去控制，降低其发生的可能性。

市区新增垃圾分类定时定点商业街，
不设垃圾桶，上门收垃圾

保护环境从垃圾分类开始

日前， 市区新增北苑路为垃圾分类定时定点商业
街，大部分垃圾桶被撤走。 街面商家将分好类的垃圾拿
到店铺门口，由环卫收运人员上门进行统一收集。 接下
来，市区将在更大范围推开更多试点。 （据本报 8 月 16
日 7 版）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保护我们的环境，首先
就要从垃圾分类开始。 莲都区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多
达 500 余吨， 而我们现在的主要处理方式还是填埋和
焚烧，所以务必要将纸张、金属、玻璃、塑料等未污染的
可回收物清理出来进行二次利用， 将厨余垃圾进行二
次处理，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而定时定
点的分类投放模式，不但减少了垃圾混投，撤掉了商业
街上的许多垃圾桶，美化了环境，最重要的是提高了环
卫工人的工作效率和垃圾的处理效率。 秩序最终需要
通过管理强化，但永远离不开大家的自觉维护。

给予高温下的劳动者更多关怀与尊重

□ 庆元 吴永飞

盛夏季节，气温不断攀升，但在高温
酷暑之下， 户外劳动者们仍默默坚守岗
位， 用辛勤的汗水保障百姓的生产生活
秩序。

近两天， 笔者目睹办公室窗外 20 余
名工人头顶烈日安装电力变压器及架设
电缆，汗流浃背还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
非常值得笔者尊敬。 当然， 作为电力工
人，在高温下工作是职责，但人们更应看
到，他们的工作更多体现了社会责任。 在
三伏天中 ，供水 、供电 、环卫等出现了故
障， 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就会受到严重影
响，正是因为他们这份烈日下的付出，才

确保公共服务有序、 民生建设快速推进、
交通秩序顺畅、市容环境整洁。

“给予高温下的劳动者关怀” 行胜于
言。 笔者认为，用工企业和监管部门应给一
线劳动者更多关怀、理解与尊重，尤其是长
期在户外劳动的工人， 一定要尽量多地为
他们考虑。 在做好后勤保障、及时足额发放
高温津贴、 提供避暑药品和防晒用具等前
提下， 最大限度减少高温对他们造成的伤
害，尽最大可能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

“给予高温下的劳动者尊重”，但单有
敬意远远不够。 用工企业必须将这种敬意
写入企业的规章制度，政府监管部门要依
法履职尽责，每个居民也要积极用实际行
动尊重工人的辛勤劳动。 高温不仅是一种
气候现象，也“烤验”着用工企业的人文精
神。 每个用工企业和政府监管部门都应给
予高温下的劳动者更多的关怀、理解与尊
重，让三个文明建设更得彰显。

为户外劳动者撑起“遮阳伞”

□ 本报评论员 洪盛勇

8 月 13 日 ，本报刊发了 《烈日无惧 ，
我们的城市英雄》报道，记录了各行各业
在高温下默默坚守岗位的人， 呼吁广大
热心商家、 市民加入到关爱高温工作者
的队伍中来。 报道刊发后，中国工商银行
丽水分行最先响应号召 ， 精心准备了
1000 份防暑药品，为环卫工人、装修工人
们送去夏日清凉。

给户外劳动者送防暑药品， 无异于
为他们撑起 “遮阳伞 ”，让他们尽量避免
高温伤害。

为户外劳动者撑起 “遮阳伞 ”，最为
紧要的，是真正认识高温的可怕。

据报道，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极端
高温天气正变得越来越频繁。 欧洲哥白
尼气候变化服务机构日前发布的数据显
示， 今年 7 月是全球有气象记录以来最
热的一个月， 热浪令身处其中的居民面
临严重的健康风险。 在极端高温环境中，
居民因中暑、中风、心血管疾病及呼吸道
疾病等死亡的概率都大幅增加。 比如日
本，在 8 月 5 日-11 日的一周内 ，全国有
12751 人因中暑被送往医院，入院人数连
续两周过万。 在内心真正认识高温的可
怕，可以促使防护意识的产生与增强，如
此 ，保护户外劳动者的 “遮阳伞 ”才有希
望真正撑起来。

这就像骑电动车戴头盔。 为什么许多
人就是不愿意戴？ 关键是对事故的可怕缺
乏深刻的认识，总觉得在自己的身上不可
能发生。 这样的认识下，对戴头盔就会有
各种各样的反对理由。 当有一天，认识深
刻了，想想都怕，你再让他不戴头盔试试，
摘都摘不下来！

这次工商银行丽水分行给高温下的
劳动者送去 1000 份防暑药品， 不仅使他
们感到阵阵清凉， 更可以帮助他们防暑，
确实为他们撑起了“遮阳伞”。 当然，单靠
好心人 、爱心企业还远远不够 ，更需要职
能部门、用人单位、劳动者本人，都能重视
高温天气的危险。 如此，就会在内心增强
防护意识，从而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形成
合力，让“遮阳伞”真正在户外劳动者的上
空撑起来。

核心观点

在内心真正认识高温的可怕，可以促使防护意识的产生
与增强，如此，保护户外劳动者的“遮阳伞”才有希望真正撑
起来。

核心观点

高温不仅是一种气候现象，也“烤验”着用工企业的人文
精神。 每个用工企业和政府监管部门都应给予高温下的劳动
者更多的关怀、理解与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