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活婴儿”离世不止让人心酸

本报接到的一条新闻线索，特
别令人牵挂。一名五个月大的“死
婴”，被放到了运送遗体的车上，负
责殡葬的师傅闻讯赶来后，却发现
这个孩子还活着。从医院方面了解
到的信息显示，孩子患有先天性疾
病，曾在医院治疗了多日，之后被家
长带着离开了。

尽管很多细节还无法完全还
原，但相信很多人得知这件事都会
感到心酸。这么小的孩子，刚来到人
世不久，却险些被当做尸体处理了。

孩子到底是被谁“丢掉”的，孩子的
父母是否有涉罪的遗弃行为，这些
的确需要调查清楚。但相比之下，人
们更关心的是，既然“死里逃生”了，
那么这个孩子能否得到实实在在的
救助？他的离世又让我们反思哪些
问题？

以现有的信息来看，找到孩子
的家长或许并不难，但就算找到了，
也不意味着“大功告成”。要知道，父
母有抚养孩子的义务，但作为社会的
一分子，弃婴同样应该得到相关部门
的救助。以法律惩治那些“不作为”的
父母，也只是一种手段，最根本的目
的还是为了保障每一个孩子的生存
权利。从以往各地的报道来看，很多
遗弃孩子的父母都有外人难以体会
的苦衷，面对这种情况，政府机构和
相应的社会组织，更是责无旁贷。

事实上，围绕着孩子的力量很
多，有卫生部门，有民政部门，有公
安机关，有专业的医疗机构，还有官
方以及非官方的慈善组织。对于这
样一个暂时“无主”的婴儿，每一方
都应承担起相应的职责。如果以“踢
皮球”的方式处理问题，也可能出现
另一种情况，那就是每个部门都可
能有自己的难处，表现出爱莫能助，
最终的结果是谁都能管却谁都不
管。看看那个独自生活八年的广西
少年杨六斤，再看看那个收留多名
儿童的兰考村妇袁厉害，无疑就是
这方面令人痛心的真实事例。

体制不健全或制度缺乏弹性的
确客观存在，但揪住这一点就无所
作为的话，那就是找借口了。现在有
一些地方政府，总喜欢做“大事”，动
辄搞些名号响亮的工程、战略，在人

力物力财力方面，更是出手阔绰。相
应的，一些地方的部门机构，做工作
也挑三拣四，越是能让上级看到成
绩的越是用心，遇到关乎民生的“小
事”就诉起苦来。我们总说“以人为
本”，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重要？我
们总强调帮助弱势群体，又有什么
比一个患病婴儿更弱势？如何对待
一个“复活”又离世的婴儿，不仅考
验着社会文明，也考验着相关部门
能否兑现自己的承诺。

回头再看那个五个月大的婴
儿，好在有那位殡葬师傅几天来的里
外联络，孩子经由当地派出所被送到
了妇幼保健院，虽然孩子最终还是离
世了，但终究多了一次活下来的机会。
一个“陌生人”都能如此热心地帮助这
个小生命，肩负社会管理职责的政
府机构，显然应当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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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如何对待一个“复活”又离世的婴儿，不仅考验着社会文明，也考验着相关部门能否兑现自己的承诺。

□徐剑锋

按照2014年“全国交通安全日”主
题活动统一部署，全国公安交管部门
在12月2日开展统一行动，集中查处
超速、超载、酒驾、毒驾、闯红灯、占用
应急车道、不礼让斑马线等七类突出
违法行为。（12月2日新华网）

交通事故猛于虎，这个道理人
人都懂。一些人之所以明知不可为
而为之，除了心存侥幸、信奉“法不
责众”外，还在于缺乏公共交通的
安全意识，在内心深处没有真正建
立起对规则的信仰。在个别人的社
会潜意识里，突破规则的想法往往
占据主导，很多交通规则也因人情
亲疏、关系远近而改变，找关系“通

融”、用金钱“摆平”、借权力“放行”
往往成为习惯。

对汽车社会来讲，规则意识
至关重要。开车各安其道、各守其
则，是安全的保障，也必须成为法
治社会、规则社会最基本的一条“底
线”。仅凭畏惧惩罚建立起对规则的
尊重并不牢靠，人们需要在主观上认
识到交通规则的重要性，并持之以恒
地自觉遵守。归根结底，治理交通陋
习有赖于交通意识的强化、出行观念
的改变，让“自我规范”成为每个
公民的社会本能。

当我们每个人都向往文明、守
护规则之时，就会自觉地敬畏交通
规则，从细节入手改掉陋习，更加
自觉地约束自我、规范行为。

葛公民论坛

治理交通陋习重在强化规则意识

葛一语中的

从艺就别老想着做官，从政
就不要往艺术里挤。

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周
一波认为，现在，各种艺术家协会
都有许多领导干部兼职当“领
导”,带来了诸多副作用。领导干
部带头退出协会领导岗位，不仅
是对艺术的尊重，对自己的爱惜，
也会形成对当前协会体制改革的
一种倒逼效应。

餐饮行业别总盯着“端茶倒
水”的那点费用。

餐饮新规出台后，一些餐馆
虽取消了最低消费，却增加了服
务费。在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
刘俊海看来，服务费是最低消费
的“翻版”，仍在侵犯消费者的公
平交易权。餐饮业应自觉提高服
务水平，进行品牌建设。

只收费不管理，让停车场遍
地开花。

中国道路运输协会秘书长王
丽梅表示，造成大量停车费没能进
入政府口袋的原因，是目前政府对
道路停车间接化、委托化的管理模
式，只有让管理精细化，加强协调
监管和信息公开，才能让停车费取
之于民，用之于民。

“治超”成创收工具是行政权
力的膨胀，依法“治超”应尽快“上
路”。

重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
授廖成林认为 ,“治超令”下超载
超限仍屡见不鲜，是因为“短平
快”的行政作为难以长效，处罚者
与被处罚者容易成为“利益共同
体”，必须建立对管理部门的监督
体系,让权力服从于制度。

□舒圣祥

12月1日中消协发布消费警示
称，超过50%的用户仍在使用A级
锁，呼吁消费者及时更换更安全的
B级锁芯。（12月2日《京华时报》）

年关将近，又到盗窃案件高发
期，中消协发出消费警示，提醒公
众换锁，值得点赞。但是超过50%的
用户仍在使用A级锁，有多少会被
消费者主动换掉，情况恐怕并不乐
观。除非盗窃案件真实发生在自己
身上或者亲戚朋友身上，普通居民
似乎很少有主动换锁的意识，而这
也正给了窃贼以可乘之机。

所以，仅仅中消协发出消费警
示还远远不够，相关政府部门也该
在门锁不安全的问题上有所作为。

A级锁的超级不安全，几乎到了形
同虚设的地步，这其实已经背离了
锁具应有的价值，不安全的A级锁
早就应该被市场淘汰，为什么锁具
相关国家标准未能与时俱进地及
时修订？不安全的A级锁为何仍在
大量生产和销售？为何某些新建楼
盘的开发商基于成本考虑，提供给
购房者的仍旧是带有A级锁的防盗
门？

门锁作为重要的居家安全防
护设施，其品质好坏直接关系到人
们的财产及人身安全。A级锁大量
存在事实上已经构成某种安全隐
患，有必要从社会治安与公共安全
的高度予以重视。某种意义上，不
安全的A级锁不仅仅是私人问题，
同时也是民生问题。

不安全的A级锁也是民生问题

近年来，我国科技发展突飞
猛进，为世界瞩目。但也要看到，
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整体仍较
弱。以人手不离的手机为例，我国
是世界上最大的智能手机生产
国，但主要以整机制造为主，最核
心的智能手机芯片八成靠进口，
无线通讯技术专利也被外国企业
所把持，致使2013年该行业平均
利润率仅为4 . 5%。集成电路已超
越石油，成为我国最大宗的进口
产品。

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滞后，
与创新没有围绕“市场”转有很大
关系。长期以来，科研是科研，市
场是市场，科研部门和产业部门
形成了各自的“闭循环”。研究人
员进行科研的出发点，不是什么
市场需要、创造多大的产业效益，

而是为了拿课题、评职称、发文
章；科技机构醉心于“申请项目、
开展研究、通过评审、再申请项
目”的循环，在申请项目上花费的
精力甚至比研发还要多。

长期以来产学研为什么结合
不紧密？说一千道一万，根子在于
缺少有效的“黏合剂”。对创新者
来说，这个“黏合剂”就是“利益”，
既有精神层面的也有物质层面
的。只有让创新者在科技创新产
业化中得到“好处”，创新才有动
力，产学研才能无缝对接。围着“市
场”转，还要尊重科技创新的特殊
规律，引导社会资金发掘科技成果
的市场价值和科技企业成长价
值，发展科技孵化，以帮助创新主
体破除成果转移扩散的“梗阻”。

（摘自《经济日报》，作者马志刚）

葛媒体视点

科技创新要围着市场转

高校应积极构建自身“新常态”

新常态下的办学理念，其核
心是处理好高等教育自身规律与
适应社会发展的关系。构建高等
教育新常态不是对以往办学理
念、定位与内容等方面的简单否
定，而是应该顺势而为，遵循人才
培养规律与教育规律，适应当下
社会发展需求。

“以人为本”意味着要将“育人
为本、德育为先”的理念深入贯彻
到高等教育的各个方面；培养应用
型人才是要创新人才培养理念，化
解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结构性
矛盾，提升经济发展的创新驱动
力。对此，地方新建本科院校要以

“以人为本”为导向，力求实现学生
的理论与实践、知识与能力、专业
素养与人文素养的有机结合；同
时，要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
深化教学改革，在教学内容、方法

与平台建设上，注重专业素养与通
识素质的培养，发挥师生之间的主
导与主体作用，实现校地、校企的
有机对接与深化协作。

要做到“论文写在产品上、研
究做在工程中、成果转化在企业
里、价值体现在效益上”；同时，服
务社会要作为科学研究的立足
点，适应区域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需求，在决策咨询、技术服务、课
题研究等方面形成特色优势和效
益，实现校地协同创新、学科专业
与地方产业有机对接。对于转型
难题，各级院校要保持主动姿态，
有序推进，实现高等教育从“积跬
步”到“至千里”的长远发展。（摘
自《光明日报》，作者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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