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把“关艾”说成一句空话

头条评论

不要把“关艾”说成一句空话，就算你不愿给他们一个拥抱，最起码可以给一个微笑吧？不管是哪

一个弱势群体，都有体验幸福感的权利，别让我们把这种权利剥夺掉。

12 月 1 日那天，《齐鲁晚报》刊登了
一则消息，两个举牌子的学生出现在潍
坊学院校园内，牌子上写着“我是艾滋病
患者，你可以给我一个拥抱吗？”，引来不
少人围观。原来，这是学校志愿者社团联
合潍坊血站开展的防艾活动，目的在于
减轻人们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

在我国很多省市，特别是比较传统
的地区，艾滋病可谓是洪水猛兽，一听说
某人得了艾滋病，大家立即对其敬而远
之，议论纷纷的口水简直可以淹死人。且
不说患者本人受尽歧视，生不如死，就是
家人亲戚也觉得无脸见人、羞于出门。

出现这种情况，也不能全怪国民素
质低下，不懂得善待他人。主要是我们的
宣传教育做得还很不够，使得大多数人

对艾滋病并不是很了解，特别是感染方
式和传播途径，因此对艾滋病充满了畏
惧。见到艾滋病患者，也是立即远离，生
怕和艾滋病患者有了接触，而惹火烧身。

但是，就是因为存在这种思想的人太多，

使得艾滋病群体成了典型的弱势群体，

生活空间受到了极大的挤压，生活环境
不容乐观。部分艾滋病患者因为心理压
力过大，也做出了一些极端的举动，产生
了很多的社会问题。

在笔者看来，一个社会的文明和谐
程度，不在于创造了多少产值，而在于社
会个体的利益和尊严能否得到保证，特
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和尊严。只有处于
弱势地位的人群觉得幸福了，我们整个
社会也才能真正实现和谐。

当然，要真正实现这样的和谐也不
是很容易的。除了增强人们的素质和爱

心之外，相关部门也应该加大宣传力度，

向人们讲解艾滋病的相关信息，让人们
走进艾滋病的世界，认识艾滋病，了解艾
滋病，最终让全社会接受艾滋病人，并最
大限度地帮助他们，让他们感受到社会
的温暖，从而更好的治疗。不要把“关艾”

说成一句空话，就算你不愿给他们一个
拥抱，最起码可以给一个微笑吧？不管是
哪一个弱势群体，都有体验幸福感的权
利，别让我们把这种权利剥夺掉，笔者
想，这也是大多数人的心愿吧？

□聂桂芝

电话举报，

就能刹住欠薪风？

近日有媒体报道，2011 年的“两节”又快到了，

有关部门出台文件，帮助农民工“讨薪”——— 工资被

拖欠，可以打电话举报。有人拍手称好，这总算是为

农民工做了件实事，但也有人说，这毕竟只是个应

急性质的措施，这个节过去了，下个节怎么办呢？如

果没有一个长效的机制，农民工工资的问题，还是

个“老大难”。

152****6236 读者：我觉得拖欠克扣工资的事

情太多了，几乎到处都是。我自己就经历过一次。老

板总是有很多理由拒绝，最多的就是“下次再来拿

吧，我现在没有钱”。下次推下次，一直推到你自己

都不好意思再要了。我不是离了那些工资就活不下

去了，只是觉得很生气，感觉自己辛辛苦苦的劳动

连保障都没有，而到底是什么让他们这么嚣张的？

还是法律的惩罚太少太轻，说的很多，真正执行的

很少。真心地希望这种拖欠克扣工资的老板能受到

严惩。

150****4409 读者：我们被拖欠工资已经很久

了，前几天也去过劳动部门，但欠薪的问题仍然得

不到解决。出台文件，不能得到贯彻执行又有何用

呢？

158****2203 读者：对那些在春节前夕等着拿

钱回家过年的打工者来说，将欠薪老板抓起来蹲班

房，吃些苦头，似乎是很解气的事情。然而，如果冷

静分析一下，解决欠薪这一老大难问题不能只图解

气或一时的震慑，而需要有长久机制的思路和统筹

解决的方案，需要从法治的角度入手，建立一个更

为可靠的长期机制。

135****3265 读者：为农民工讨薪，确实是一件

好事。可是为什么年年都有这种情况呢？希望我们

的有关部门严格依法办事，不要流于形式，期待着

法律法规能有效地贯彻执行，办点真事情。

139****3307 读者：关于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各

地部门也都想了不少办法，事关劳动者权益这样的

大事，应该要由国家统一立法，统一解决。其立法内

容包括完善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提高劳动合同的

签约率，并对违约行为做出相应的处罚规定，对不

同行业的企业是否缴纳劳动合同抵押金、缴纳数额

进行规范，以及加大对恶意逃薪行为的惩处力度等

等。此外，针对欠薪问题突出的行业，如建筑行业，

应在改变其层层承包、带资施工等弊端方面采取措

施，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下期话题：近日有媒体报道，畜牧专业的学生

又开始“吃香”了。在近期举办的一次招聘会上，有

些畜牧专业的毕业生居然一人挑五个岗位，让别的

专业的求职者羡慕不已。原来的冷门专业如今炙手

可热，一时间呼声高涨。有人说，以畜牧为代表的

“冷门”不久即将升温，但有的人也忍不住泼冷水

了，选专业还是别光看眼前，就在几年前，计算机、

财会等热门专业不也一样被挤破门槛，如今也一样

变得门可罗雀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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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就说

养老探索，不妨胆子大一些
□李洪嵩

《齐鲁晚报》消息，游离在机关事业

单位养老保险和城镇养老保险之外的农
民群体，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养老保险。11

月 30 日，记者了解到，奎文区已在全区
推行新型养老保险，由财政出资补贴农
民个人的养老金账户，该区 7 万多农民
在缴纳一定费用之后，从 60 岁起就可按
月领取养老金。

养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需
要认真解决的事情。国家、政府、社会各
阶层正在尝试多种养老方式，奎文区试
点的新型养老保险成为近期规模最大，

老百姓获利最多的养老办法。得到了试

点地区老百姓的热烈欢迎，也让其他地
区的来百姓看到了养老问题解决的希
望。随着老龄化速度的不断加快，我国的
老年人在国民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我国
65 岁以上老人在 2005 年就已经占当年
人口的 7 . 7%，超过国际公认的老龄化社
会标准，然而我国正在构建覆盖人人的
基本养老金政策体系，但仍有很多人没
有养老金，养老保障公共品尚缺位。亟待
一个公平的、长期的、全民的、统一的、精
算的、可持续的基本养老金方案。单位养
老保险、城镇养老保险解决了一部分人
的养老问题，但是对于广大的农村人口
来讲，社会养老还是一个梦。更多的老人
仍然依靠子女养老，或者根本没有任何

养老措施，只能活到老干到老。这种情况
的存在，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也与实
现共同富裕、老有所养社会主义本质不
相适应。

奎文区的试点，解决了很大一部分
人口的养老问题。尽管不足以改变全市
几十万农村人口的养老现状，但是这种
尝试却是有利的。能够为农村养老保险
提供新的路子，让来百姓吃上放心药，不
至于出现老来无任何养老保障的状况。

在社会转型阶段，没有什么是现成的。只
有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尝试，才会摸索出
好的办法。然而只要是有利于咱们老百
姓的，就值得大胆尝试，尽快普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