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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建““温温暖暖点点””，，环环卫卫部部门门不不该该缺缺席席

从去年12月开始，齐鲁晚报·今
日枣庄编辑部推出了为环卫工建
温暖点的倡议。这个活动，给寒冷
的冬日带来了一丝温暖。倡议一展
开，许许多多的商家参与到活动中
来，温暖点越建越多，参与面也越
来越广，温暖网络在不断扩大。然
而，细心者不难发现，从活动开始
到现在，却一直没听到环卫部门的
声音。既然活动是围绕环卫工开
展，作为主管部门实在不该缺席这
场温暖之旅。

我们看到，从大酒店到小饭
馆、从商家负责人到义工、从年长者
到“90后”……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在
奉献着自己的爱心，并把爱心付诸
行动。这让关心环卫工的人们感到
无比温暖；我们也看到，为了建温暖
点，齐鲁晚报·今日枣庄拿出大量的
篇幅报道着这些温暖的点点滴滴，

《齐鲁晚报》的记者也冒着严寒为温
暖而奔波。这一幕幕的画面，让大家
感受到环卫工人不是孤独的，整个
社会的爱心在不断凝聚到环卫工人

身上。同样，我们也从一个个笑脸中
读出，面对这些关怀，环卫工们也感
受到了来自社会的温暖。

然而，在温暖点遍地开花的时
候，我们心中的疑惑却越来越重：
环卫部门怎么没有行动呢？作为环
卫工而言，有社会上的帮助固然是
件幸福的事。可是，他们要想延续
这种幸福，必然需要相关部门有所
作为。从管理体系上来说，环卫部
门能更深入更广泛地为环卫工谋
取福利，这是不难理解的。可是，不

论你这边怎样的如火如荼，主管部
门却就是给你来个视而不见。本应
该有环卫部门参与的活动，却成了
一场“独角戏”，实在令人不解！

虽然有这么多爱心人在参与，
但这毕竟只是在某些力所能及的
范围内帮助环卫工。面对环卫工人
的辛苦，这些还远远不够。当然，我
们有理由相信，作为环卫工的“娘
家”，环卫部门也时刻在想着改善
环卫工的环境与福利待遇，或许
出于一些诸如资金等方面的困

境，一些好的想法在实施时有各
种各样的困难。但是，环卫工温暖
点活动的纯公益性已经将这种阻
力减少了许多，进行福利上的制
度设计或许需要时间，但是，先参
与到活动中来应该不是多么困难
的事情。毕竟，在这场温暖行动中
默不作声会让大家感到疑惑，我
们不理解的是，这个参与如此广
泛的活动，难道他们没有看到？我
们更想弄明白的是，环卫部门的
沉默究竟事出何因？

葛有话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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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年关将至，有关
部门联合组成督察组分赴农民工
集中的企业单位，清欠农民工的工
资，让农民工拿到血汗钱回家过
年，这项行动合民意顺民心，农民
工非常感激，广大老百姓也为之夸
奖，都说这是为老百姓办的一件实
事。

农民工不容易，你看看，在建
筑工地上、在餐饮行业中、在水电
煤通讯的室外艰苦作业场地，都有
他们的身影，他们给城市添了光
彩，严冬里，当人们在由他们盖起
的高楼大厦里享受着春天般的温
暖时；当人们在城市各个角落中，
享受着方方面面都方便的生活时，
你可想到，到处都有农民工的功
劳，没有他们城市将会变成啥样
子？

农民工进城打工了，家中剩下
妻儿老小，在农村留守，她们需要
呵护，然而进城的农民工为了城市
的建设，经常两头不见太阳的拼命
干活，没有时间再去照顾家，家里
面的生活全靠他们用挣来的血汗
钱去维持，如果农民工在外打工，
光干活拿不到钱，他们的日子可想
而知。

作为企业的领导者们，应当理
解农民工的不容易，每月按时把他
们的劳动所得全额发给他们，工资
按时发到位了，也显示出你们企业
的诚信，对你们的事业发展是大有
裨益的。现在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
工作组，目的是监督企业不要拖欠
农民工的血汗钱，这是大好事，但
是好事要办好，要把这项工作作为
常态去进行，不能都等到年底才去
清欠，平时也要做这方面的工作，
让农民工月月季季按时拿到工钱，
这才是和谐社会带给农民工的实
惠。

（戴忠群）

清欠农民工工资

别都等到年底

善善待待环环卫卫工工，，““娘娘家家人人””应应有有作作为为
冯燮

本报自开展“环卫工温暖
点"活动以来 ,得到了许多企事
业单位、各兄弟媒体以及个体
户的支持,已涉及到枣庄地区除
台儿庄区以外的所有区市,环卫
工人见到温暖点标识后,也开始

“壮着胆子”进店接水了。(《齐鲁
晚报》1月3日报道)

连续阅读本报关于“环卫
工温暖点”的报道，看到如此多
的企事业单位纷纷加盟这一活
动，的确令人欣喜。单看上面这
篇报道，也许不觉得有什么，但
看看这篇报道的标题《环卫工
朋友 :看到标识贴 请大胆进》
就让人品出了另一番味道了。

按说被誉为“城市美容师”
的环卫工，每天挥舞扫帚，挥汗
如雨，默默无闻地用自己的汗
水擦洗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其工作之辛苦，以“一人之脏，
换来万人之洁”的奉献精神，理
应受到尊重和善待。沿街企事
业单位提供一杯热水、一个座
位，几乎不用花费什么成本就
能与环卫工以方便，以示尊重
和关爱。尽管说“看到标识贴请
大胆进”，可是，站在环卫工的
角度换位思考一下，似乎感觉
像“没娘娃”一样，搁谁身上也
不会“大胆进”的，即使对方不
介意，一两次还行，多了自己都

觉得不好意思，毕竟在人家这
“一亩三分地里”总归“气不长”
呀。

笔者认为关爱寒冬里的环
卫工人不仅需要爱心的温暖，
更需要的是制度上的保障和环
卫部门的积极作为。“环卫工温
暖点"也从一个侧面暴露出寒冬
里环卫工人喝水难、取暖难的
短板，要么是环卫部门对此缺
乏对应的保障措施，要么是措
施不能顺利实施，抑或不方便
环卫工人喝水、取暖。

笔者大胆设想一下，假如环
卫工有自己的休息室，且设施完
备，最起码喝水容易、取暖方便，

能吃上一顿热腾腾的饭菜，环卫
工也就用不着“不好意思”地打
扰沿街企事业单位，毕竟，“我的
地盘我作主”，在属于自己的休
息室里，会少了心理上的隔膜和
拒斥。

“环卫工温暖点"活动总归
是社会上的爱心之举，不能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类似于喝水、取
暖的问题，最终还是需要环卫部
门作出统一部署，制定并落实保
障措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就
在“环卫工温暖点"活动如火如
荼的情况下，作为环卫工的“娘
家人”——— 环卫部门，却鲜见发
声，更鲜见实质性的举动。

自2013年12月22日山东省解
除雾霾黄色预警后，雾霾天气的
影响却促使空气净化器成为最
近市场上的销售新星。(《齐鲁晚
报》2013年12月23日报道)

雾霾之下处处蕴藏商机，空
气净化器热卖就是很好的例证。
有业内人士预估，如果雾霾天气
仍然长期大范围持续，空气净化
器有望像彩电一样在家庭普及，
市场容量或达到1500亿元。

虽说空气净化器对改善室
内空气质量确能起到一定的作
用，但这种“功效”不仅带有局限
性，而且由于标准乱、认证乱、宣

传乱、价格乱，一些劣质产品不
乏充斥于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会
成为另一种污染源。由此而言，
购买空气净化器也要多点科学
理性，切不可被“神功”、“神效”
的吹嘘迷了眼。

空气净化器“火一把”，对家
电市场来讲是桩“好事”，但从民
众生活安全的角度考虑却非“好
事”，更多折射的是人们对“好空
气”的迫切渴望。改善空气质量，
固然需要净化器等科技产品“给
力”，但更为根本的民众应该“知
行合一”，一方面要用更加科学
的态度、理性的方式去认识雾

霾、保护自我；另一方面要从小
事做起、从点滴开始，主动减少
各种排放，加快形成“同呼吸、共
责任”的联防联控机制。

事实上，经历了十面“霾”
伏，大多数市民都已意识到“好
空气”的重要性，也预见到哪些
行为会为产生“负能量”，比如
机动车尾气、餐饮油烟、焚烧垃
圾，甚至二手烟的烟雾，这些会
成为大气污染的重要“贡献”
者。但尽管意识增强了、常识也
有了，一些市民却要么习惯性
地“知行不一”，要么“对人高要
求，对己低标准”，如此这般怎

会使生态建设不陷入“公地悲
剧”困境？

需要指出的是，雾霾短期间
内不会彻底消失，我们既不能

“来了再说，过了就算”，也不能
“好了伤疤忘了疼”，而应警醒起
来、行动起来，比如少开一天车
减少尾气排放，禁放烟花爆竹，
加快生活方式的低碳化等等，这
比购买空气净化器来得更有价
值。事实上，只有真正将生态文
明理念转化为科学、绿色、文明
的生活方式，始终从我做起、向
我看齐、对我监督，才能共同仰
望蓝天白云、呼吸清新空气。

空空气气净净化化器器热热卖卖并并非非是是““好好事事””
徐剑锋

早晨送女儿上学，在校门
口经常会看到这样一幕：身披
彩带的值日学生向进校的老
师敬礼、问好，只有少数老师
能微笑致意，或点头回应，大
多数老师则充耳不闻，面无表
情地匆匆而去。笔者对此深感
不是滋味。

打招呼是一个最平常不
过的礼貌动作，是对别人尊重
与友好的行为体现。我们的学

校非常重视学生的礼貌教育，
经常教育学生要尊敬师长、礼
貌待人。多数学生都能按照老
师的教导，做到见面行礼或主
动问好，每一个小小的招呼、
一句轻轻的问候里，都包含着
学生很大的勇气、很多的敬
重，有时也包含着学生很多的
期待。面对学生真诚的问候，
我们的老师应该“投之以桃，
报之以李”，对尊重报以尊重。

如果我们的老师只一味要求
学生尊重老师，而老师自己不
以身示范，不懂得尊重学生，
对学生的问候冷漠视之，很有
可能会使学生幼小的心灵受
到伤害，造成师生关系的疏
远。

“身教重于言传”，教师的
言行举止，无不潜移默化地影
响着学生。忽略与漠视，会让
学生失去动力；肯定和鼓励，

则会增添学生的信心。当学生
向老师敬礼、问候的时候，老
师的一个微笑，一声问候，都
能使学生收获信心、感受情
谊、体会平等。

“学校无小事，事事是教
育 ；教 师 无 小 节 ，处 处 是 楷
模。”愿每一位老师都不要漠
视学生的问候，以自己合乎礼
仪的言行，为学生树起做人的
高标。 （陈洪娟）

老老师师，，请请别别漠漠视视学学生生的的问问候候

葛读者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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