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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手机尾号 0546 的马先生说，
拿走安全锤的市民，显然是对消
防重要性不了解，加大消防宣传
是治根之道。马先生建议，从公交
司机做起，让每个乘客都知道安
全锤的作用，另外社会各界和消
防部门也要做好宣传，让人们知
道安全锤的重要。

“在大城市安全锤上都有报

警器，一拿就报警，泰安公交车
也可借鉴。”市民王先生建议在
安全锤上安装一个几十厘米长
的防盗链，如果有人想拿，就会
被发现。

家住向阳小区的王先生建
议，安全锤可以像消防栓那样，用
玻璃罩罩起来，用时再敲开。公交
司机李师傅建议，车队给每个安

全锤下连接一条结实的钢丝，如
果没专业工具很难将其扯断，从
而防止安全锤被拿走。

“公交车里放置‘安全砖’，替
换丢失的安全锤。”市民张先生
说，“应急砖”可放置在驾驶员坐
椅后侧和车厢后轮箱处，便于乘
客在突发安全问题时击破玻璃逃
生。

公交“救命锤”最好装防盗链
公交车安全锤老丢公司犯难，热心市民有“高招”
本报记者 王世腾 通讯员 张云

本报泰安 6 月 14 日讯
(记者 赵兴超) 市民刘女
士考中级经济师职称，在一
家培训机构报名，缴纳考试
费、培训费、保过费等费用
后，却因作弊未通过考试，
还被禁考 3 年。刘女士认为
学校没有“摆平”此事，也没
履行“保过”承诺，想全额退
费遭拒。

14 日，东平县居民刘女
士拨打本报热线，称被一家
考试培训机构忽悠了。刘女
士说，因为单位晋升需要经
济师职称，2011 年下半年，
她和同事一起，在泰安恩特
尔职业培训学校，报了中级

经济师培训班。报名时，刘
女士等人每人缴纳 2680 元
费用。学校开出的收据上，
写明这笔费用由培训费、考
试费和保过费等组成，并承
诺如果不过可以退还一半
费用。

刘女士说，在 2011 年底
参加考试前，学校说老师已
打点好各方关系，可以保证
通过。“在考试前一天，学校
专门发了一份试题，说是内
部押题，考试很可能会考。”
刘女士说，但第二天考试没
有考到一道题。考试期间，
刘女士因作弊被监考老师
抓到。

过了 2 个月考试结果出
炉，刘女士没有通过。“学校
承诺保过，怎么能出现这个
结果呢？”刘女士觉得学校
没有履行承诺，要求学校退
还全额费用。泰安恩特尔职
业培训学校工作人员说，所
谓保过费，意思是确保刘女
士通过考试，但没承诺一次
性通过。学员一次没有通
过，可以再考，直到通过为
止。刘女士没通过考试还被
禁考，是她自己作弊导致，
和学校无关。学校照顾刘女
士只留下培训费、考试费
等，想退还 1000 元，但刘女
士不接受也没办法。

. 本报泰安 6 月 14 日讯
(记者 邵艺谋) 14 日，在泰
山区教师资格证考试资格审
核现场，半小时里参加审核
的 30 多人全是女生。记者在
大学采访发现，不少大学男
生表示不会考教师，称教师
工作“太闲，没闯劲”。

14 日下午 2 点，在泰山
区教师资格证考试资格审
核现场，工作人员还没上
班，考生们便在审核点前排
队。记者看到，排队的 18 位
学生和市民中只有两位男
生。5 分钟后，资格审核开

始，两名男生却没参加审
核，记者上前了解到，他们
都是前来陪女朋友的。

接下来的 20 多分钟，不
断有女生来参加审核，却没
有男生的身影。从 2 点到 2

点半，没有一名男生参加审
核。来参加资格审核的大学
生李雪说：“可能是男生都
不愿意当教师吧。”

记者来到山东农业大
学，在校园里遇到一个在拍
毕业照的班级，该班班长李
斌告诉记者，他们班有 30 名
学生，报考教师资格证的全

都是女生。“当教师太闲，没
闯劲。”一名男生说，他没有
考虑过考教师，觉得当教师

“生活比较滋润，容易让人
满足失去闯劲”，“现在还很
年轻，想在社会上好好闯
闯，历练历练。”

山农大大四毕业生张
芝霞说，宿舍除一人考上研
究生外，其他 5 人都报了教
师资格证考试，“也不是一
定就要当教师，现在趁着我
们还有学习时间，先拿到资
格证。”张芝霞说，她考教师
就是为了多条就业出路。

考教师资格，还是女多男少
半小时来 30 多人全是女生

作弊被抓，怪培训班没摆平
东平一女士遭禁考要退费

泰山学院社会学家王占
国说，公交车安全锤丢失，一
方面反应拿锤人法律意识淡
薄；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前社会
道德规范的功能弱化。

安全锤对于拿锤人来说
价值甚微，而其作为公共安全
设备而言，则意义重大。拿锤
人的行为完全是见小利而失
大义，这是社会公德沦丧的表
现。要解决这个问题，一要加
大法律宣传，提高市民法律意
识。二是动用社会力量，加强
社会道德规范建设，改变当前
社会失范状态，这可能是解决
问题的根本途径。

专家：

公共安全

道德为先

“安全锤是救命锤，把它拿
掉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不负
责，在公交车上看到有人拿，乘
客们应及时制止。”市民李先生
说。“我看那些拿安全锤的人完
全是图好玩，太不应该了！”提起
安全锤失踪，市民郭女士气愤地
说。“这锤子拿回去也没啥用，很
多人拿回去就扔到垃圾桶里，完
全是种浪费。”家住五环小区的
李先生说。

14 日，记者从泰安市公交
公司了解到，目前泰城公交车总
数为 510 台，有安全锤的空调车
有 302 台，比重达 60%。“虽然空
调公交车不是密闭的，但安全锤
还是要有。”泰安市公交公司相
关负责人说，公交车车窗使用的
玻璃是经特殊工艺制成的能隔
热隔音的钢化玻璃，韧性很好，
单靠拳打脚踢很难弄碎。安全锤
不同于平常锤子，锤子末端呈尖
形，只可用来敲碎玻璃。

市民：

拿走救命锤

其实害自己

12 日，本报报道《 14 辆车两
月丢 10 把安全锤》后，许多热心
市民打本报热线支招：公交车
防丢安全锤可安装防盗链、警
报器，或把安全锤放在玻璃罩
里。

支招：

能不能系根防盗链？

公交公司工作人员加装丢失的安全锤。 本报记者 王世腾 摄

海口市：引进一批自带报
警器的安全锤，如果有人偷，
可以自动发出声响。

乌鲁木齐：安全锤放置在
司机视线范围内，安全锤贴上

“我是救命锤，在此守安全”或
写“我的存在，你的安全，请勿
拿走！”等温馨提示。

哈尔滨：公交车内设置安
全砖替代安全锤，统一为黄
色，每车两块安全砖。

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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