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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推广公墓引争议，“公益”不能太“随意”
近日，湖北省

广水市长岭镇居
民集体发声，公开
反对当地政府强
制推广公墓的做
法。相关视频在网
上热传，激起不小
的舆论波澜。

今年1月，广
水市政府发布了

一则通告，宣布实施全域火葬——— 自2024
年3月20日零时起，凡在广水市行政区划
范围内的城乡居民遗体一律实行火化，骨
灰统一进公墓安葬或寄存，严禁将遗体或
骨灰装棺土葬。

相比于土葬，火葬有不少优点。在许
多地方，全域火葬已经实施了许多年。从
这个角度看，当地政府的做法好像没什么
问题。可是，当地居民显然并不这么看。

一者，这种做法太生硬，太急于求成
了。

当地多是地广人稀的山区。在那里，
死后土葬于个人山坡或山地是一种根深
蒂固的传统。别说这种传统的存在有其合
理性，即便这种传统真的需要改变，那也

得循序渐进，尽量照顾到当地居民的思想
感情，给人们留出“转弯”的时间，对特殊
情况予以特别对待。

遗憾的是，当地政府没有这样做，而
是硬生生地搞起了“一刀切”。1月发布通
告，3月就要实施，不容置喙，不出任何过
渡政策，不留任何转圜余地。甚至，连夫妻
中后逝者埋进预留墓位跟先逝者合葬都
不行。这么做，很难不引起争议。

二者，强制推广公墓，有强买强卖变
相敛财之嫌。

强制推广公墓的背景是，当地投资建
成了县镇村三级公益性公墓。据说，为了
体现公益属性，公墓不仅没承包给私人去
经 营 ，而 且 只 收 取 一 定 的“ 成 本 费
用”——— 公墓建设成本费和一次性收取
的20年管理维护费。据初步核算，村级
公益性公墓单穴一般不超过3000元，镇
级公益性公墓单穴一般不超过4000元，
县级公益性公墓单穴一般不超过10000
元。20年后不再收取公墓建设成本费用，
若需收取管理维护费，再按国家政策和村
民自治政策执行。

相比于商业性公墓，这种公墓的确不
乏公益属性。但是，即便公墓单穴真的是

按照这个价格来卖，哪怕只卖3000元，对
不少当地居民而言也未尝不是一种难以
承受的经济负担。

更何况，无论是一次性收取20年管理
维护费的“狠劲”，还是“一般不超过”“若
需收取”之类的“活口”，都更像在暗示人
们：费用暂定这么收，具体收多少、以后怎
么收，到时候再说。就算不反对火葬，不反
对死后葬公墓，看到这种说法的当地居民
恐怕也会心生疑惑：强制推广所谓公益性
公墓，是不是在给人“设套”，变着法借死
人敛财？

移风易俗，推广公益性公墓，应该是
一件好事。可在当地，这件好事显然并没
有办好。引发舆情之后，当地政府部门表
现得很尴尬，只含糊其词地说正在解决问
题，至于怎么解决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未
置一词。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政府部门做事，
即便完全是为了当地居民好，也得讲究轻
重缓急，讲究实际效果。不集中有限的行
政资源解决更重要也更紧急的事情，而是
兴师动众地强制推广向居民收费的公墓，
无论说起来多么富有公益性，也都太“随
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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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亲病重请假

应成职工的基本权益

日前，江苏高院发布了2023年度江苏法
院劳动人事争议十大典型案例。在其中一起案
例中，女职工钱某在丈夫病危时请假照顾，最
终却被公司开除。后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公司
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判决公司向女职工支
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其实，类似案件曾多次发生，职工因至
亲病危请假，已经成为常见的劳动争议。必
须看到，至亲病重请事假，是否批假多由单位
说了算，而且对于不得不照顾亲人的职工给予
开除等处理，似乎也有单位的规章制度作为依
据。也正因为如此，类似案例的处理应当依据
常理，比如在江苏这起案件当中，法院认为，钱
某丈夫处于病危状态，钱某申请请假予以照
顾乃人之常情，也是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诚如一位法官所言，“人不孝其亲，不
如草与木”。用人单位在管理过程中，需要
刚性的制度，更需要人情的温度，对于员工
请假照顾病重父母和子女等情形，应给予
一定的尊重和理解，避免直接解除劳动合
同的行为。这就意味着，让职工拥有至亲病
危时的请假权，既需要司法亮明态度，更有
待于用人单位实施人性化举措。更值得期
待的是，至亲病重请假要成为职工的一项
基本权益。 据光明网

5月1日到5月6日，近一周时间都没能解决的问题，媒体介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得到
解决。这足以让人怀疑，购票搜不到“黄山西站”不像是技术问题，服务意识不高，才是问题的症
结所在。

人每天只需要睡两小时？

伪科普应休矣

最近，一种宣称“人每天只需睡2小时，
其余都是浪费时间”的说法引发舆论关注。该
说法认为，一个人真正睡着的时间只有两个钟
头，其余都是浪费时间，躺在枕头上做梦；人每
天要睡七八个钟头，是赖床，躺在枕头上休息
的习惯养成的。对此，中国科协@科学辟谣平
台官方微博指出，“这种说法十分不靠谱”，人
长期睡不好，睡眠时间不足，不仅会对身体产
生伤害，还会影响个人心理健康。

“每天只需睡2小时”这样不靠谱的说法
能引起关注，说明公众的科学素养还有待提
高。中国科协发布第十三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
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23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
素质的比例达到14.14%，与2010年公民具备科
学素质的比例3.27%相比，已有长足进步。但
是，这仍旧表明公众的科学素养有待提高。科
学素养不高的公众就容易受到伪科普的影响。

“每天只需睡2小时”，从基本的生活常
识看就站不住脚。近年来，我国一些学校或
家长给孩子灌输要当“不眠精英”的成功
观，这是无视学生身体健康成长规律的。充
足的睡眠时间是健康的保障，一个人的成
功，不是向睡眠要时间，而是要使用科学的
学习与工作方法，提高学习与工作效率。

据北京青年报

让男孩亲手砸碎自己心爱的手办、让女
孩将自己的玩具漫画书都扔进垃圾箱、在男孩
的房间里安装监控……近段时间，社交媒体账
号“赵菊英家庭教育”“家访中国”“赵菊英聊教
育”发布的几段视频引发争议，不少网友质疑
视频中的做法是“霸凌式教育”。

坦白说，赵菊英亲身示范的“霸凌式教
育”，非但不足以展现所谓的专业性，反而是
一种常见的家庭教育误区：不是通过协商去
解决问题，而是利用家长的权威逼迫孩子就
范。当赵菊英以逼迫孩子损坏玩具，来标注
自身权威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危险的

“破坏性试验”，由此破坏的不仅是孩子心爱
的玩具，同时还有一颗渴望被了解的稚嫩童
心。“教育专家”亲身示范的时间很短，但激化
家庭矛盾的负面效应，却需要家长用很长时
间去慢慢修补。

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孩子，也
没有能够“一招鲜吃遍天”的教育专家。每个
家长都应从家庭实际出发，从孩子需求着手，
努力成为自己家庭的“教育专家”。如此，面对
那些行为偏僻性乖张的网红专家，才能多
一些冷静，少一些盲从。 据红星新闻

家访让孩子亲手砸玩具

“教育专家”如此示范不妥

叫花鸡没有鸡，经营服务不容诚信“空包”

购票搜不到“黄山西站”，未必是技术问题
“五一”假期

期间，来自南京的
叶先生赴黄山旅
游，当他尝试通过

“12306”按城市搜
索黄山至南京的
车票时，发现系统
未显示黄山西站
的相关信息。无奈
之下，他只好买了

黄山北站的票。
叶先生想买黄山西站到南京的车票，

是因为这座高铁站距离黄山风景区很近，
乘坐大巴不过二十多分钟的车程。而黄山
北站距离黄山风景区，则有四十多公里之
遥。此外，黄山北站到南京南的车票价格
在200-300元区间，而黄山西站到南京南
的车票价格则在130元以下。

对比之下，叶先生购买黄山西站的车
票显然更划算。明明可以有更具性价比的
选择，却因为系统“不显示”，白白多花了
钱还浪费了时间，这确实让人不爽。那么，
为什么在12306上按城市搜索却不显示

“黄山西站”呢？
12306工作人员给出的解释是，因为

黄山西站在4月26日才投入使用，“可以尝
试输入精确站名的方式搜索”。此外，“黄
山北和黄山西虽然是在同一个城市，但是
两个车站无法相互办理改签业务”。由于
黄山北站能改签黄山站，故而“只搜黄山
无法显示黄山西的相关车票”。

这样的解释把问题的原因归结于技
术，似乎这其中存在很大的技术难题。这
一说法乍听上去似乎有道理，但事实并非
如此。

如今，许多商业平台在提供搜索服务
时，输入目的地，系统就能够根据用户输
入的出行时间等信息，推荐适合的酒店、
机票以及旅行路线。同时，结合用户的个
人偏好和预算，为用户量身定制个性化的
旅行方案。

这项技术，商业平台已经普遍采用，
12306利用起来也应当没什么难度。事
实也证明了这一点。5月6日，媒体采访
完相关工作人员之后，在12306上搜索

“黄山”，“黄山西站”已经出现在下拉菜

单中。
5月1日到5月6日，近一周时间都没

能解决的问题，媒体介入后，在很短的
时间内迅速得到解决。这足以让人怀
疑，购票搜不到“黄山西站”不像是技术
问题，服务意识不高，才是问题的症结
所在。

在新车站启用之前，铁路系统应当也
有能力完成相关票务信息的互联互通工
作。只是，因为车票不愁卖，表现得有些店
大欺客，缺少了应有的服务意识，这才导
致该做且能做的事情没有做，让一些旅客
不明不白多走了冤枉路，多花了冤枉钱。
也正是因为服务意识的缺失，让他们在面
对媒体询问时，顾左右而言他，不反思自
己的问题。

目前，黄山西站的车票信息已经可以
正常搜索，但有关方面仍需从这次事件中
汲取教训。铁路运输是社会服务行业，也
具有公益性，应当有为旅客提供优质服务
的自觉，多站在旅客的立场上想问题做决
策，急旅客之所急，才能防止类似事件再
次发生。

□评论员 朱文龙

□评论员 王学钧

□评论员 孔雨童 绘画 徐进

“五一”假期，一则“黑色幽默”
式的新闻引爆了舆论场——— 有消费
者在杭州河坊街商铺购买了3只
叫花鸡，其中2只带回家打开后却
发现只有土，没有鸡。5月6日，经
当地市场监管局介入，涉事店铺
被停业整顿，店铺经营者被罚赔偿
消费者1000元。

“鸡”为何不翼而飞？据商家自
述，“五一”假期客流较多，店员忙中
出错，误将展示样品当成商品卖给
了消费者。对于这种说法，有的网友
表示理解，却也有人存有疑问。比

如，样品通常都有腰封，与正品大小、
体积、温度都不一样，按理不应当

“拿错”；也有网友发问，“为何当场
打开那包恰好没问题，带回家的就

‘没有鸡’呢？”
该事件最终以店铺被罚，店主对

着镜头“向全国人民道歉”告终。但
“余韵”显然不止于此，在假期旅游
被高度关注的当下，“叫花鸡没有
鸡”被热议甚至玩梗，这些对有着悠
久历史的河坊街乃至杭州市旅游都
造成了不良影响。

经营、服务何时何地都应“货真价
实”，遵循诚实守信的基本职业操守。
现代社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更不能
存有侥幸心理，在消费者面前抖机灵、
贪小便宜，让诚信“空包”。否则，不仅
损人害己，还会声名翻车、行难至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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