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雨刚过，高温又来。据
天气预报，本周北方将持续遭
受高温炙烤，包括我省在内的9
个省区最高气温将超35℃，局
地甚至超过40℃。

如此“恶劣”的高温天气，
对工作与生活都是一种巨大
的挑战。虽说这样的挑战几乎
年年都有，但是，当滚滚热浪
扑面而来的时候，“高烧”中的
人们总还是免不了有几分无
奈与晕眩。即便是在科技高度
发达的今天，人类应对高温天
气的“招数”依然十分有限。本
周之内，“三伏”开始，置身于
高温、高热、高湿“三位一体”
的“桑拿天”，人们的无力感恐
怕会更真切更强烈。

个体应对乏力的时候，恰
恰是公共管理应该发力的时
候——— 应对高温天气，公共管
理不可或缺，至少应在如下两

个方面有所作为。
一方面，强化监督检查，

落实我国现行的《防暑降温措
施管理办法》。这一由国家安
监总局、卫生部、人社部和全
国总工会联合发布的“办法”，
对高温天气如何防暑降温切
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有
着明确而细致的规定。比如，
日最高气温达到 3 5℃以上、
3 7℃以下时，用人单位应当
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
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并且
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劳动
者加班。比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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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纳入
工资总额。

遗憾的是，“规定”虽好，

执行得却不够好。正因如此，
这些年来，几乎每年夏天都会
有各种要求兑现“纸上福利”
的呼声——— 酷暑难耐，但是，
一些该停工的工地依然干得
热火朝天，一些该发的高温
津贴依然没有及时发放，一
些该有环卫工避暑的场所被
不相干的人挤占……面对这
种情形，各相关公共管理部
门应坚定地走进“现场”，以
扎实到位的监督检查将“办
法”落实到底，让相对弱势的
广大劳动者获得应有的尊重
与尊严。

另一方面，调动、整合多
方力量，为防暑降温匹配充足
的公共资源，形成应对高温天
气的强大合力。公交系统的空
调配置、路线设计与时段安排
是否有到位的调整，医疗系统
的防疫手段、医药资源与救护

设施是否有充足的配备，电力
系统的电力供应、线路检修与
故障排除是否有充分的保障，
通信系统能否确保信号发射
与传递的顺畅，救助系统是否
做好了迎高温的准备……相
关项公共服务都应给予充分
的考量，相关公共资源都应进
行充分的调动，相关公共管理
部门都应打起精神，筹划到
位，行动到位。

关于应对高温天气，诸如
此类的“建言”不过是一些常
识。几乎每年的夏季，舆论场
上都少不了这样的“四季歌”。
这种反复的“哼唱”，除了对现
实的评价，更多的无疑是对现
实的一种期待——— 愿给力的
公共服务能为这个酷热的夏
天增添一丝清凉之气，让烈日
之下的人们也能惬意地感受
到公共管理的温度。

让公共管理为高温天注入“清凉”

几乎每年的夏季，舆论场
上都少不了这样的“四季歌”。
这种反复的“哼唱”，除了对现
实的评价，更多的无疑是对现
实的一种期待——— 愿给力的公
共服务能为这个酷热的夏天增
添一丝清凉之气，让烈日之下
的人们也能惬意地感受到公共
管理的温度。

“永不涉足房地产”并不高人一等

成功的无人便利店

赢在科技而非人性

今年6月初，一家无人收
银便利店登陆上海。数据显
示，该公司的无人值守便利店
在广东中山投放运营10个月以
来，已累计接待顾客数万人，
未发生一起偷盗和破坏事件。

诸如这样的新闻很容易
被理解为人性的胜利，但如果
不加辨识地追捧，是会误导公
众的。这家无人便利店之所以
成功，并不在于它相信人性，
恰恰相反，它的成功是建立在
对人性复杂性的清醒认识上。

比如，它需要扫描二维码
后进行身份验证。比如，每件
商品上还贴有无线射频识别
标签，发现未支付商品会自动
发出警报并通知客服。再加上
摄像头和人脸识别技术，正是
完备的科技装备，使得在无人
值守便利店里犯罪的成本比
其他地方更高。它是借助科技
的力量，而不是借助人性的力
量实现了无人值守的梦想。

承认这一点也许并不美
好，但至少是理性的。不取分
文不偷不盗，并不是每个人都
能做到，而正是不受约束的少
部分人构成了社会管理的成
本。尤其当一种商业模式要大
面积推广时，就必须有解决方
案，而不是盲目地置于道德和
素质问题的考验之下。

共享单车在管理中暴露
出的种种就很能说明问题。它
说明在没有有效约束之下，盲
目相信人性善良诚信的一面，
是一件多么不靠谱的事情。这
也提醒我们，一些社会问题表
面上看是道德丢失的问题，其
实有非常复杂的成因，不能简
单地将道德谴责当成解决问
题的方案。

美德是每个社会弥足珍
贵的一部分，但是对于美德的
由来，还是应该抱有一分冷
静。社会道德的形成，个体的
追求是一个方面，规矩则更重
要，只有在规矩明确并得到严
格执行形成约束力以后，人性
好的那一面才会发扬出来。

（摘自《钱江晚报》，作者高路）

□李清

7月8日，企业家董明珠时
隔5年重回深圳，在一场高峰
论坛上发表公开演讲。她表
示，如果一个企业想赚大钱的
话，应该搞房地产，但是她没
有。她声称，在家电行业里，格
力电器是唯一不做房地产的
企业。在她看来，家电企业热
衷搞房地产是“不务正业”。（7
月9日《南方都市报》）

家电行业里，所有企业都
在做房地产业务，只有格力不
做房地产，甚至承诺“永远不
涉足房地产”，无疑表现出了
格力的与众不同、董明珠的卓
尔不群。也正是因为不随大
流，坚持自己的发展方向与做

法，格力和董明珠这些年一直
是被关注的对象，并获得了不
少人的钦佩。

不过，不做房地产这件事
本身，并没有太多值得宣扬之
处。房地产只是众多行业的一
种，本身没有原罪。一家不做
房地产的企业，并不比做房地
产的企业更高一等，反过来亦
然。所以，如果董明珠为格力
不做房地产而有优越感，是没
什么道理的。我们也大可不必
因为格力发誓永远不做房地
产，就对格力和董明珠高看一
眼，献上廉价的掌声。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是否
进行多元化布局和经营，都是
企业自己的事情。从来没有人
规定，一家企业就得永远做一
个行业。事实上，进行多次转
型的企业都屡见不鲜。业务多
元化的企业，未必就做不好所

谓的“主业”，而只做一样业务
的企业，也未必就有“工匠精
神”。是否踏足新的行业，根据
企业发展需要和自身能力而定
即可。而即便格力不做房地产，
其从一开始做空调，到后来也
做冰箱、手机甚至新能源汽车，
业务不也越来越多元了吗？

当然，指责董明珠和格力
“不务正业”，也没有实际意
义。实际上，企业的“不务正
业”，原本就是个伪命题，董明
珠根本没必要自我辩护“我又
没有做房地产，为什么说不务
正业”。如果一家企业的决策
者认为做房地产有必要，并且
也有这个能力，完全可以去
做，不必顾忌别人看法。只要
能将房地产业务像主业那样
做好了，即便有人看不惯，也
同样会获得大多数人尊重。就
算最终以失败告终，只要是自

负盈亏，那就是企业自己的
事。恐怕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
够做到万无一失吧。

董明珠演讲中真正值得
大家反思的，不是家电企业可
不可以做房地产，而是为什么
那么多家电企业都去做房地
产。事实上，这些年，不仅家电
企业竞相去做房地产，各种各
样的企业都去做房地产，个人
理财也首选投资房地产。有的
上市公司一年的利润，还不如
投资两套房的增值。房地产成
为最热门行业，做房地产就能

“赚大钱”，这样的现象是很不
正常的。虽然我们不能要求所
有企业都去从事制造业，但很
显然，浮躁功利不该成为中国
经济与社会的主流。

葛媒体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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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申遗”的根本目的不是牟利是保护

□王石川

8日，在波兰克拉科夫举
行的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

“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成功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
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到52
处。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就
此表示，不要把申遗成功作为

“政绩”，应将我们已拥有的世
界遗产保护好，弥补工作中的
短板和不足，尽快提升世界遗
产保护管理整体水平。（7月9
日新华网）

我国拥有的世界遗产数
量，不断增长，当然可喜可贺。
世界遗产越多，而越能反衬出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这自然让每个中国人都与有
荣焉。正在人们欢欣鼓舞之
际，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一
句“不要把申遗成功作为‘政
绩’”，就像是一盆冷水，恐怕
浇醒了不少人。

从常理看，申遗成功确是
政绩。申遗是一个长期过程，

且需排队，没有政府部门的精
心准备，没有无数人辛苦劳
作，不可能申遗成功。经过不
懈努力，终于如愿以偿，相关
部门视为政绩未尝不可。而刘
玉珠的提醒显然更有意义，即
申遗成功只是第一步，接下来
应该做好保护和管理。如果视
为政绩，躺在功劳簿上睡大
觉，在具体保护上做得不到
位，恐怕政绩就会变成败绩。

一定程度上说，申遗成功
不算政绩，保护好世界遗产才
是政绩。如何保护，见仁见智，
其中一大前提就是，不把申遗
成功当政绩，少一些狂欢，多
一些心平气和。特别在大众载
歌载舞之际，更应该多一些清
醒与责任意识。

毋庸讳言，“重申报、轻管
理”的现象的确存在。早在
2008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
设司巡视员王凤武就坦言，

“前些年，国内确实存在‘重申
报，轻管理’的现象。一旦申遗
成功，随着景区知名度的提
高，一些地方出现了无序建
设、过度开发的情况。有些地
方受到联合国有关专家批评，

所造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
的。”一个案例是，武陵源申遗
成功后，因旅游设施泛滥和城
市化倾向而遭到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批评。

故此，切莫认为申遗成功
了就万事大吉，更不能把申遗
成功当成过度开发的理由和
敛财的机会。问题是，如今，越
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申遗成功
后必须强化保护，但怎么保
护？这需要理清两个问题：

其一，别把开发当成保
护，保护世界遗产应有所为有
所不为。为，体现在坚决反对
惊扰和破坏世界遗产的一切
行为；不为，体现在遏制牟利
冲动上。按照中央相关部门的
要求，保护世界遗产可遵循若
干规定，比如，必须加强对风
景名胜区规划的审查、监管，
重大项目的选址和建设必须
进行科学论证后再予以确定；
加强对重点景区的遥感监测，
并派稽查组实地了解情况，以
及时发现并制止问题；加强法
规建设，各地要严格遵守和执
行国务院制定的法律条例及
各省市制定的地方性法律法

规；加强对民众的宣传教育。
其二，别以保护名义收

费，把“遗产”当成摇钱树。一
旦申遗成功，立马身价倍增，
一些地方最先想到的往往是
提升票价，并且以保护世界遗
产的名义提升票价，谁敢反
对？保护=收费，未免狭隘。保
护世界遗产离不了资金，如何
筹措资金确实需要探讨，但该
不该掏游客的口袋？如果掏
了，这些钱真正会用在保护上
吗？如果掏上了瘾，是不是会
一直在票价上做文章？到最
后，游客的钱没少花，服务却
没怎么享受，而世界遗产变成
了不会说话的赚钱工具，这岂
不是背弃了申遗的目的？

世界遗产在地域上是我
们的，但绝不仅仅是我们的，
而是世界的，世界的就是共享
的。保护是我们的义务，传承
是我们的责任。这才是“申遗”
最根本的目的。保护好、传承
好、利用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
珍贵遗产，努力成为与世界遗
产数量相符的世界遗产强国，
方是公众认可的政绩。但愿相
关部门意识到并做到这一点。

葛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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