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从河北省教育厅了解到，自6月28日至7
月13日，河北省保定雄县、唐山遵化、石家庄晋州
和廊坊霸州连续发生四起幼儿园校车遗落幼儿致
死事故，死亡幼儿年龄在2岁半至3岁之间。

仔细分析这几起事故，不难发现共同点：首先
是事发地点多为民办幼儿园或无证托幼机构；其
次是这些幼儿园多在某某县、某某镇、某某村。这
两点与事故有关系吗？有。村乡镇幼儿园多半办学

水平不高，把孩子交给一心想赚钱的幼儿园和不
一定有幼教资格的人手里，不出事才奇怪。

四起事件发生后，河北省教育厅下发紧急通
知，要求严格审查办园资质，检查接送幼儿车辆情
况。这些措施是必需的，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对于现有的农村乡镇幼儿园要严管，同时更要
持续加大农村乡镇幼儿教育的投入，提高办园水
平。（7月16日《人民日报》客户端/漫画 唐春成）

暑假溺水问题，被不少媒体称为儿童意外伤
害的“第一凶手”。为严防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
生，珠江市相关部门绘制出一幅“溺水危险点”地
图，并按照不同的区域进行了提醒，呼吁市民切
莫让孩子到“溺水危险点”游泳。（7月17日《珠江
晚报》）

7月4日，贵州省普安县发生一起溺水事故，
共4名小学生溺亡。7月5日，山东省潍坊市两名12
岁男孩溺水身亡……暑期刚开始，各地就接连发
生多起儿童安全事故，给儿童暑期安全敲响了警
钟。

拧紧儿童假期的“安全阀”，家庭应承担主要
责任。放暑假后，家长应给孩子上一堂安全课，告
知孩子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比如，家里的
电器、煤气灶使用和门窗的控制等，要让孩子有
一个基本的认识，对不安全因素和可能发生的意
外，要让孩子知道第一时间的处置办法。

除了家长，社会也应分担家长压力，做些实
际有用的工作。儿童离校前，学校应做一些安全
常识方面的教育和宣传；离校后，可以通过QQ
群、微信群和儿童交流，与他们进行经常性沟通，
让儿童假期过得充实一些。社区可专门针对儿童
组织自助娱乐活动，让大孩子带小孩子，让小孩
子跟着大孩子。社会其他组织、志愿者也可以帮
助孩子补差、补缺，搞一些兴趣活动，为儿童安全
过暑假助一臂之力。

■ 漫 画

2017年7月1８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周学泽

电话:(0531)８５１９３３２６ Email:zxz@dzwww.com观点4

7月12日入伏以来，全国多地陷入持续“蒸
烤模式”，南北方大范围地区最高气温达35℃以
上。近期，多个部委和地方政府出台防暑降温措
施应对，尤其要求高温津贴要发放到位。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正在对用人单位是否遵守高温津贴
规定等内容开展专项检查。（7月16日新华社）

根据2012年出台的《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
法》，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

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
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
放高温津贴。但多年来，高温津贴的落实一直是
个难题。对此，人社部等部门每年都会进行相关
执法检查，但每次检查，公众往往只看到了开
头，看不到结尾。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规定：行政机关
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
开：（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
的；（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高温
津贴执法检查事关劳动者的切身利益，需要公众
积极举报提供线索，因此，有关部门应该加强检查
过程和结果的公开透明，给社会一个交代；反之，

“闭门检查”，秘而不宣，不仅违反了信息公开条例
的规定，而且也不利于高温津贴政策的落实。

在劳资关系中，劳动者本就处于弱势地位，
不会更不敢主张权利。2015年，四川省人社厅、
安监局等部门进行的调研显示，当劳动者的高温
劳动保护权益受到侵害时，90%的受调查员工表
示不会选择去劳动监察机构或者安监部门投诉，
究其原因是为了保住“饭碗”，保持稳定就业，
出现集体失声的现象。专项检查虎头蛇尾，没有
下文，很容易让劳动者对有关部门的执法力度产
生怀疑，认为即使维权也未必有用，反而会砸了
饭碗，从而对拿不到高温津贴愈发敢怒不敢言。

缺乏公开，监督不够，也确实会影响到执法
检查的刚性。近年来，不少地区也出台了相应的
惩罚措施，但鲜有一家企业因不发高温津贴受
罚。比如，2013年5月1日起实施的《江苏省劳动
合同条例》率先明确用人单位不按规定发放高温

费属于违法行为，将给予最高2万元罚款。然
而，直到2015年夏，有媒体调查发现，江苏仍没
有一家企业因不发高温津贴受罚。这显然与高温
津贴普遍落实不到位的现状相矛盾。相关罚则看
似严厉，如果执法检查失之于软，只打雷不下
雨，并不触及用人单位的根本利益，其自然有恃
无恐，对高温津贴背后的劳动者权益缺乏敬畏。

要想高温津贴不再成为老话题，有关部门就
应当在加强执法检查的同时，注重信息公开，充
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比如，
及时公布典型案例，提升劳动者维权信心，打消
用人单位侥幸心理。只有增强政府部门的执法意
识、劳动群体的用法意识、用人单位的守法意
识，形成三位一体的良性互动，才能确保高温津
贴落实到位。

7月17日开始，乘高铁出行的人们迎来一项新
的便利，铁路部门将在全国27个主要高铁客运站，
推出动车组列车互联网订餐服务。点点手机，不仅
可以选高铁列车上的餐车盒饭，而且也可以订沿
途社会品牌的餐食。(7月17日央广网)

一直以来，旅客在高铁上只能买到铁路部门
提供的盒饭、小吃，因口味单一、价格偏高，备受社
会热议。全国27个主要高铁客运站将推出动车组列
车互联网订餐服务，无疑能让旅客享受到口味更
为丰富的餐饮服务。

价格方面，有人担忧高铁外卖的价格会比市
面上的外卖贵很多。据中国铁路总公司相关负责
人此前表态，铁路部门向社会餐饮企业开放铁路
互联网订餐平台，符合规定的餐饮产品均在12306
网明码标价，供旅客选择。而只要存在充分市场竞
争，企业与商家为了获取市场份额，大多会将商品
价格制定在最大程度接近成本的程度。

破除高铁餐饮垄断，引入市场竞争，让社会餐
饮企业能够分得高铁餐饮经济的一杯羹，有利于
维护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因此，外卖上高铁，不
仅能让广大旅客享受到实惠，而且也是一种多赢
举措。

利用暑期参加爱心支教活动，到达支教地点
后才发现，主办方非但没有相关资质，竟然还开
起收费性质的辅导班。近日，记者调查发现，这些
大学生参加的所谓“陕西爱心支教联盟”背后，是
一家名为陕西尚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商业机
构。7月14日，集中出现“支教变收费辅导班”的陕
西省汉中市，当地教育局表示，经调查，涉事企业
并无举办支教活动的相应资质，目前相关部门已
对其进行查处。（7月16日《北京青年报》）

美好的爱心支教却变了味，其中涉嫌多重欺
诈。首先是对大学生们的欺骗。花言巧语，有的支
教点会扣押学生证和身份证，让涉世不深的大学
生不仅白白付出劳动，还遭遇村民的误解和质
疑，一些大学生甚至自己掏钱归还所收学费，严
重影响其对社会的正确认知和判断。其次是对支
教地点村民的欺骗，明明利用了大学生们的无偿
劳动，却对村民开展有偿支教。其三是亵渎了支
教活动宗旨。支教是指一项支援落后地区乡镇中
小学校的教育和教学管理工作。在提升农村孩子
教育质量的同时，也为青年志愿者的梦想和成长
助力，“爱心支教变收费辅导班”显然是背道而
驰。

仔细梳理，“支教”骗局早有破绽：“支教联盟”
发放的面向学生和家长的宣传单上，居然标注有
课程的费用，严重违背支教免费原则，大学生们
虽有疑惑，却未深究；初期大学生们被培训使用

“话术”和“技巧”，还让大学生跟家长说是“985”和

“211”高校的学生，如此虚假宣传有违诚信，真正
的公益支教真诚、热情，绝对不需要如此掩人耳
目，谎话连篇。

值得追问的是，这些受骗大学生是被自称是
“陕西爱心支教联盟”的负责人在各自大学教室
里宣传鼓动的，他们是如何轻而易举进入校园大
张旗鼓招聘的？记者调查发现，“支教联盟”将整
个陕西省按市一级分成若干大区域，再从中分出
县区一级的小区，小区有8-10个支教点，每个支
教点有一名负责人，另有作为“支教老师”的大学
生5-8人。由此可见，“支教联盟”是有组织有预谋
地针对大学生且利用支教名义进行欺诈活动，一
些大学仅仅提醒该校所有学生“不要参与到此类
组织中”是不够的，监管力度有待加强。

近年来，一些不良分子利用大学生的单纯热
情，进行一系列诈骗活动，有刚入学时假冒老师
推销商品的，有快毕业时进行招工辅导、技能培
训的，而寒暑假打着勤工俭学的旗号骗取大学生
钱财的更是屡见不鲜。一方面学校、政府职能部
门要强化监管，事前做好防范、宣传工作，事后要
严格追查，依法严惩;另一方面。大学生们在进行
社会实践活动中，要了解一些必要的合法程序，
比如招聘的组织是否注册、行为是否合规等，尽
量避免自己的满腔热忱被坏人利用。而在发现受
骗时要勇于举报，协助有关部门取缔、查处违规
组织者及其相关活动，这既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也是杜绝类似闹剧重演的法律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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