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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葛亮

葛齐鲁视点

记者来信

防止学生沉溺于手机中

中秋福利咋发应有章可循

张榕博

14日，江西省临川二中高三学生
雷某因为不满班主任没收自己手机
将其杀害。学生上课使用手机这一
现象再次引发家长和老师的关注。

学生在校园中是否可以持有
手机？从与外界保持便捷通讯的
角度，这一点无可厚非。在笔者调
查的省城多所中小学中，学生“人
手一机”很普遍，他们用手机打电
话，发短信，以联系家长、同学，甚
至班主任也会通过手机中的短
信、飞信布置作业，发布通知。日
益发达的通讯技术给人们创造了
及时联络和交流的机会，手机进

入校园有其合理性。
但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随

着手机功能的日趋娱乐化、多元
化，有时人们已经很难判断学生
手里拿着的是一部手机、一部电
子阅读器，还是一部游戏机、照相
机、上网工具，更有甚者，手机成
了学生考试时的作弊利器。有调
查显示，学生手机“真正用来联络
的成分大概只有10%”，手机留在
校园的“合法性”自然受到挑战。

作为消费者，家长和老师无权
让手机制造商研发适合学生持有的
手机。但同样作为消费者，一个处于
青春期的孩子却可以“鼓动”手机制
造商制作出更娱乐、更昂贵的手机，

让它成为娱乐工具、身份象征。
笔者发现，大部分中学校园

对手机使用进行了限制，有的学
校明文禁止将手机带进校园，几
乎所有受访学校均不允许学生在
校内使用手机，一经发现将采取

“劝说”或“代管”措施，大部分学
生也能做到校内关机，放学开机。
不过，谁也无法保证所有的孩子
都对手机不上瘾。

笔者认为，手机不是学生的
必需品，不能纵容学生攀比手机，
更要防止未成年人沉溺于手机之
中。要做到这一点，完全靠学生自
律达不到效果，必须加强对学生
使用手机的监管。与此同时，对个

别使用手机上瘾而影响正常学习
的孩子，则需要家长与学校配合，
做好引导教育工作。另外，从学生
的角度出发，对外界事物的观察，
对亲朋好友的联络仍是孩子们的
正当需要，如果学校禁止手机入
校、入课堂，那么也有必要为学生
添置必要的固定电话、公用电话，
以及校园网络，为学生开辟更多

“疏通”外界的渠道，不至于让孩
子产生逆反心理，甚至走向反面。
(作者为本报时政新闻中心记者)

中秋节就快到了，为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纠正“四风”，不少
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取消了中
秋福利。一些私企等单位也跟上
这股新风，过节啥也不发。用公款
送月饼送节礼等不正之风该坚决
刹住，但归属职工的正常福利不
应被波及。

9月初，《关于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坚决刹住中秋国庆期间
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的通知》下
发，要求节日期间，严禁用公款送
月饼送节礼；严禁以各种名义突
击花钱和滥发津贴、补贴、奖金、
实物等。通知发出后，豪华月饼销
量骤降，企事业单位纷纷取消月
饼等福利，机关事业单位宿舍门
口也难见礼品成堆了。可以说，在
这个阶段，反“四风”的效果是明
显的，有利于风清气正地过节，巩
固践行群众路线的成果。

不过，在此过程中，也有一些群
众反映，一些不是用公款购置月饼

等福利的单位、甚至是一些私营企
业等，也跟风啥都不发了。这种做法
就有点矫枉过正了。因为，正当的职
工福利是法律赋予职工的权利。《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六条
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创造条件，改善
集体福利，提高劳动者的福利待遇。
过节发一两盒月饼，不少企业已执
行多年，一下子取消，让员工突然觉
得缺少了单位的节日关怀。

正当的职工福利，对单位、企业
而言，也有利于提高员工的认同感，
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和氛围。企业
发放的“福利”多种多样，从“五险一

金”到“生日礼金”，从“免费食宿”到
“班车接送上下班”。员工除了关注
职业发展、薪酬条件外，也关注单位
的文化、员工福利等软性条件。因
此，合理的福利能对员工产生无形
的凝聚力。正当的职工福利也是一
个二次分配的过程，它能为职工提
供生活方便，减轻生活负担，能使职
工精力充沛、心情舒畅地投入工作。

纠 正 中 秋 国 庆 期 间 不 正 之
风，通过取消公款送月饼送节礼
等方法，可以净化党风政风。尤其
是，目前个别单位和党员干部中
仍存在等待观望、搞变通、规避监

督等情况，可以说纠风的力度不
能减。但与此同时，也应合理界定
正当的职工福利和滥发实物的区
别，保证员工的正当权益。我们反
对一些机关和国有企业借着过
节，滥发福利，因为不同行业之间
本来收入差距就很大，福利的天
壤之别进一步拉大了这种差距。
特别是有些单位发放福利很可能
会变质，成为单位和个人谋取“灰
色收入”的方式，滋生福利腐败。
因此，要用制度约束福利的不公
平，确保福利发放的公平性、透明
性。

记者手记

于飞

烟台的一名男子步行过马路
被车撞倒，肇事司机调头逃逸，而
伤者又被随后驶来的车辆碾轧，
两位不负责任的司机固然可恨，
却也成就了更多人的大爱。路过
的热心市民自发组成了人墙为伤
者挡车，直到急救人员赶到现场。
而最感人的还是，爱心救助并没
有就此停止，热心市民又自发地
组织征集肇事车辆信息，继续为
伤者讨公道。

笔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事故
发生后，过路的行人看到伤者被
二次碾轧，没有丝毫犹豫都冲了
上去。很多人都说，他们觉得在生
与死的面前，容不得一丁点的犹
豫，唯一的想法就是人命关天，面
对此情此景，必须要伸出援手。

想必还有不少人对2006年的南
京彭宇案记忆犹新。由此引发了路
遇危难是否“拔刀相助”的争论。

毋庸置疑，在当前的社会环
境下，见义不为、各扫门前雪的人
确实存在，但是这毕竟不是社会

的主流，我们不能因为个别好人
被冤枉就忘了自己的良知和道
德，因为个例而引发社会整体的
责任感缺失。

事实上，这个社会有很多真正
的弱者需要我们的帮助，而我们大
多数情况下伸出的援手，都是雪中
送炭，温暖了人心。我们不能因为
个别人，而任由人情变得冷漠。如
果任由道德滑坡直至崩塌，不敢肯
定每个人都是无辜者，但可以肯定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阻止道德的滑坡、托举向善

的力量，这是我们这个社会必须
面对的考题，这关乎文明社会的
公民责任。面对伤者进行救助，这
是本分，更是底线。那些肇事逃逸
者不仅将受到道德和良心的谴
责，更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想要我们的社会朝着良性方向
发展，让我们的人性朝着向善的方
向发展，我们就必须要放下思想负
担，传递正能量。烟台市牟平区的这
堵围住伤者的人墙，实际上保护了
每一个人，让我们相信世界上还是
好人多。 (作者为本报烟台站记者)

围住伤者的人墙在保护每个人
记者来信

乔显佳

近日，我省某地的一场演出成
了某电视台的录制节目秀，这场录
制以“录播”为名，给电视观众的感
觉好像就是中秋节晚上，正在上演
的一场走中国、赏月亮的盛会。

录制现场，主持人声情并茂地
朗诵：“天上挂着一轮弯弯的月
亮……”情知失口，马上改为“圆圆
的月亮……”引得台下上万名观众
喷饭。从坐进场内开始，节目还没开
始，笔者就听见一位女士在台上拼
命造势：“让我看看你们山东人的热
情！”“你们的笑脸会出现在中秋节
的电视上”。没有看到节目就要干笑
干鼓掌，这让笔者心里很不舒服。以
前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因为精彩的
演出才赢得观众掌声，作为褒奖。而
现在的掌声却是这样“求”来的，完
全沦为形式主义。

参加这么一场晚会，笔者很难
感受到欣赏艺术的快乐，因为它很
大程度上背叛了艺术的真善美。两
个小时的演出中，只有几个环节赢
得笔者真正的笑声，让人感受到一
些青春的正能量。

如今放眼全国，这股“录播”冒充
“直播”的作假之风不仅在媒体，在各
行各业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
种热衷于造声势、搞花架子的行为，
追求表面的轰轰烈烈、热热闹闹，根
本不能给观众带来真正的欢乐。一个
真正好看受欢迎的电视节目，应该求
真务实，收获真正的掌声和笑脸，而
不是强迫观众假笑假鼓掌。

(作者为本报时政新闻中心记者)

直播也作假
谈何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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