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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安全帽一碰就碎”视
频引发热议。视频中，一名建筑工
人手持两个安全帽碰撞后，其中一
个安全帽的顶部直接被砸碎。应急
管理部官方微博对此指出：“如果
连工人的安全帽都不安全，又怎么
能够实现生产安全呢？落实企业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决不能流于形
式，浮于表面。”

安全事故的发生，并不由规章
制度执行的整体刚性决定，而是往
往由于某个环节的违章操作而酿成
大祸。每一起安全事故，都是对
“万无一失”的嘲讽，也都是对

“一失万无”的验证。一旦有人佩
戴这样的安全帽遭遇坠物，它就是
最直接的事故原因，由保护人的
“盔甲”变为杀人的“凶器”。安
全帽价格低廉，企业落实进场佩戴
制度难度也不高，但就是这样一条
最基本、最实用的防线，却以“一
碰就碎”这样直观而触目惊心的方
式，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说它是
安全“大堤”上的“蚁穴”，一点
不为过。之前发生的一些相关事
故，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安全帽对于工人，就是防弹衣
对于士兵、安全带对于司机，关键
时刻是要靠它们保命的。不合格安
全帽能够被生产出来、流通起来并
发放到工人手上，生产者、销售

者、施工方乃至监管者都难逃干
系。安全帽“一碰就碎”，说明这些人
的人格也是“一碰就碎”，它体现的
不是质量问题而是良心问题。鉴于
主观上的恶意、后果上的严重，有关
部门应抓住这条线索一查到底，对
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问责。

海因里希法则告诉我们：当一
个企业有300起隐患或违章，非常可
能要发生29起轻伤或故障，另外还
有一起重伤、死亡事故。佩戴劣质
安全帽就是一项明确的隐患违章，
如果一个工地上有300名工人佩戴了
这样的劣质安全帽，那29起轻伤或
故障和一起重伤、死亡事故的发生
就成为大概率事件了。当务之急，
是要亡羊补牢，全面摸排使用中和

流通中的安全帽的质量，坚决将同
样的隐患排除。另一方面，也要举一
反三，反思在安全生产的“大堤”上，
还有多少类似的“蚁穴”正对工人的
生命安全构成威胁。应急管理部门
要防微杜渐，有必要对安全绳、脚手
架、防护口罩等产品加强抽查，将
类似的隐患风险排除。

生产销售劣质安全帽，即便后
果非常严重，但还是有人不惜火中
取栗。或许这样一个小故事能够给
我们启示：二战期间，某国空军的
降落伞合格率达到99 . 9%，但生产商
却不愿为实现100%合格付出更多成
本了。为了迫使生产商实现100%合
格率，军方要求降落伞出厂时由生
产商老板亲自试跳。新的质检方法

实施后，降落伞的合格率立刻变成
了100%。安全帽和降落伞都是挽救
生命、必须100%合格的产品，可以
借鉴相似的质量管理手段，目的都
是要让生产者明确：一旦产品质量
不合格，就会面临极其严重的后
果，而且绝对没有侥幸逃脱惩罚的
机会。只要我们始终坚持“生命至
上”原则，我们就完全有能力把安
全帽这样一件并不复杂的产品管理
好。有关部门可尝试通过提高生产
准入门槛、加强产品质量检验力
度、定点销售等方式，把安全帽的
质量从根本上抓好。无论付出多大
的管理成本，只要可以在危急时刻
挽回宝贵的生命，那都是完全值得
的。

彻查劣质安全帽，清除“大堤”上的“蚁穴”
农村大众报评论员 花宇

相对于传统农业来说，什么才
是中国的现代农业？对此，现在已
经有了很多提法和说法，但笔者仍
有不少的困惑。

想发展出真正的中国现代农
业，就要先弄清什么是中国传统农
业。一提中国传统农业，最多的说
法是：落后。为什么落后？给出的
答案是：缺少甚至几乎没有先进的
科学技术。这种说法和答案有道
理。但笔者想说的是，人是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中最主要和最活跃的因
素，体现在中国传统农业的落后
上，是思想意识上的落后。

中国传统农业的最大特点，与
中国传统农民的自给自足密不可

分。除了简单的农具，其他生产所
需都是自家的：地是自家的，种子
是自家留的，自家耕地自家种，自
家管理自家收，最后是自家吃用自
家卖。什么都是自家的，在自给自
足的时代，没啥大问题。在一切进
入市场经济后，这种缘于自给自足
的农业生产，便很不足了。这便有
了多了少了、贵了贱了等的时时出
现的问题。

有人说了：我们的农民早已不
是什么都用自家的进行生产了，种
子肥料等是买的，耕种收等环节是
雇用别人的机械，甚至土地也是流
转来的，田间管理也是交给雇来的
人干。这样的农业已经在由传统走
向现代。笔者接触过各种类型的、
被称之为农业新主体的经营者，从
一开始便觉得其中缺少点什么，近

来越来越认为自己弄清了其中缺少
的东西：合作。

先看一下已经发展成熟的现代
工业与传统工业之间的最大区别。
传统工业最大的特点是作坊，产品
由作坊独立完成，相互之间很少合
作。现代工业的最大特点是，每家企
业、每条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东西，绝
大多数都不是最终产品，而是市场
所需的各种零部件。小到一辆电动
车，大到一架飞机，所组成的零部件
由各种各样的生产厂家提供。

现代农业生产与现代工业生产
最大的区别，便是其产品在很大程
度上的不可组合性：根茎叶花果等
不能在不同的地方进行生产，然后
组装起来。但这不表示现代农业不
能合作。

说一个笔者最近了解的例子。

山东省宁津县一家农业企业，流转
来土地大规模建起蔬菜大棚。种菜
需要大量人手，便雇当地农民，可
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没法从根上去解
决。最后企业与农民间进行合作：企
业出建好的大棚以及生产过程中所
需的种子肥料技术机械以及水电费
用，最终的产品由企业销售出去；农
民承包大棚，棚里的所有活由承包
者完成。卖菜所得，企业与承包农民
五五分成。在这一合作中，企业出资
金、技术、思路、销路，不出一分力；
承包农民只出力，不出一分钱。

笔者觉得，这便有了中国现代
农业最需要的东西：合作。换个思
路去想中国的现代农业：这些生产
要素，是可以在互利共赢的基础
上，组合起来的。有钱的出钱，流
转土地，建起农业生产需要的设

施；然后各种要素加进来：有技术
的、会管理的、懂市场的，劳动者
甚至是土地、机械、市场等等。

这样组合起来的现代农业经营
主体中，各要素都是优秀的；在各
个环节中，是最合适的人在干最合
适的事儿。虽有分工，便必须在合
作的基础上才能最后生产出优秀的
产品，这点与现代工业是一致的。

这种组合很难，难在互利共赢
上。每一个加进来的要素都必须尽
最大努力，最终取得自身利益最大
化。每个要素都想利益最大化，便
有了冲突。很难，不表示没法组
合。可以用一道不复杂的数学题来
说明。在一张纸上，画多个圆，每
个圆占有自己的地盘。如果画出所
有圆都共有的一块地盘，那这张纸
上的所有圆便有了交集部分。中国
的农业生产各要素要想组合成一个
结构合理、运转高效的现代农业经
营主体，各要素便必须有交集。这
一交集，就是组合起来的现代农业
经营主体中各要素的共赢点。只有
找到这一共赢点，才能实现农业生
产各要素的完美组合。

换个思路经营农业

农村大众报评论员 肖民

进入4月，多地的扫黑除恶标
语在网上受到关注。先是南方某地
出现“扫黑除恶，害人害己”的错
误，后是西南地区一家幼儿园，因
门口悬挂“坚持打早打小，将黑恶
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标语受到
争议。

标语是用简短文字写出的起宣
传作用的口号。根据笔者的观察，
近年来，各地农村的标语有增多的
趋势，内容包括精准扶贫、秸秆禁
烧、扫黑除恶、环境保护、防火防
盗等等，几乎涵盖了当前所有重点
工作。与此同时，一些标语也出现
了问题。比如，随着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一些地方上级
部门考核下级部门对某项工作的落
实成效，就包括是否张贴标语或是
张贴多少标语。这就导致很多基层
热衷打条幅、挂标语，实际上并不
能解决实际问题。

针对“举头三尺有标语，一路
看尽皆标语”的情况，去年云南省
“两会”期间，就有政协委员指
出，应尽快规范整治宣传标语泛滥
的现象。

此外，部分地区标语内容存在
很多问题，语言陈旧生硬，照抄照
搬文件，缺乏创新，习惯用一些
“万能句式”，如动不动就用“打
一场**的人民战争”。同时，习
惯采取一些粗暴式、恐吓式的语
言，像禁烧秸秆的标语里常会出现

“坐牢”一词。个别时候，还出现
了“雷人标语”。

为了改进党内文风，1942年2

月，毛泽东发表《反对党八股》。
70多年后的今天，很多标语依然存
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所列举的
现象，如“装腔作势，借以吓人”
“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
味，像个瘪三”。

时代在进步，当下部分农村地
区的标语，也要与时俱进，应多在
内容创新上下功夫。笔者认为，近
年来，一些企业在农村的刷墙标语
就做得比较成功，如“出门打工东
奔西跑，不如在家上网淘宝”。这
类标语，朗朗上口，生动又接地

气，值得相关部门借鉴和学习。
目前，各地农村都开展了环境

整治，很多村庄进行粉刷，甚至绘
了漂亮的墙画。如果再继续大量悬
挂、张贴标语，还容易形成“视觉
污染”，影响村容村貌。

今年是中央确定的“基层减负
年”，多地提出压减会议、精简文
件、规范各类评比和检查。笔者认
为，减少对基层的标语考核，就是
给基层减负，也是力戒形式主义的
重要手段。在“不以标语多少论英
雄”的同时，相关部门也要在标语
内容提升上多动脑筋。让标语在数
量上“瘦身”，质量上“塑形”，
以实现良好的宣传效果。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
察，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
障”突出问题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强调脱贫既要看数量，更要看
质量，为坚决打赢已进入决胜的关
键阶段的脱贫攻坚战，注入新的强
大思想动力。

确保脱贫质量，首先要着力解
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在
重庆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深入
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访真
贫、察实情、问民需，实地了解
“两不愁三保障”是不是真落地，
还存在哪些问题，彰显了心系人
民、求真务实的情怀与作风。打好
脱贫攻坚战，就是要奔着困难去，
聚焦突出问题精准发力。到2020年
稳定实现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
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
全有保障，是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
要求和核心指标，直接关系脱贫攻
坚战质量。总的看，“两不愁”基
本解决了，“三保障”还存在不少
薄弱环节，饮水安全、控辍保学、
健康扶贫、住房安全等方面的工作
依然繁重。舍得下“绣花”的功
夫，摸清底数、找准“穷根”，拿
出过硬措施和办法，就能啃下脱贫
攻坚路上的“硬骨头”。

确保脱贫质量，要严格标准、
严格程序，把好贫困退出关，确保
脱真贫、真脱贫。坚持一把尺子量
到底，既不降低标准，也不吊高胃
口，切实保证现行标准下的脱贫质

量。坚持时间服从质量，严格按程
序办事，脱贫摘帽成熟一个摘一
个，既防止不思进取，又防止揠苗
助长。要发扬严细深实的工作作
风，戒骄戒躁、真抓实干，防止
“虚假式”脱贫、“算账式”脱
贫、“指标式”脱贫、“游走式”
脱贫，确保脱贫工作务实、脱贫过
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

确保脱贫质量，要立足当下、
着眼长远，不断夯实贫困地区的发
展根基。经济发展了，产业兴旺
了，脱贫致富就有了坚实支撑。要
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强化
产业扶贫，组织消费扶贫，促进转
移就业，让贫困群众有稳定的工作
岗位，让贫困地区发展的动力更
强、后劲更足。人穷志不穷，幸福
在前头。过上好日子，既靠党的好
政策帮扶，也靠自己努力。要加强
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破除“等
靠要”思想，焕发奋斗的精气神，
增强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让脱
贫具有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对乡亲们说，脱
贫攻坚是我心里最牵挂的一件大
事。办好办实总书记最牵挂的这件
大事，需要广大党员干部鼓足“撸
起袖子加油干”的劲头、坚定“不
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决心，尽锐出
战、合力攻坚，让脱贫成效真正获
得群众认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
验。

（新华社）

脱贫既要看数量
更要看质量

农村标语该“瘦身塑形”了
农村大众报评论员 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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