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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谭有话

有人想考研，有人想当程序员，有人想谈一场轰
轰烈烈的恋爱……在河科大信息工程学院，一批大
学生入校时写下的规划，设下的梦想，如今有的已成
现实。这些梦想，不管是中规中矩，还是特立独行，
如今回首，都令人感慨万千。

高招正在进行，又一批新人将跨入大学校门。4
年时光，匆匆即逝。告别寒窗苦读的备考生涯，步入相
对宽松的高校，是像松了绑一样安逸玩耍，还是寻找一
个继续前进的方向，这于每个人来讲，都是一道严肃的
选择题。规划或许会有所改变，梦想或许不会实现，但
过来人都知道，只要付出总有回报。就像一首歌唱的
那样，不停奔跑，不管路有多长，梦想才是生命的方向。

让梦想指引方向

好形象是咋来的？ 龙门 站ee
怎么对付“加长版”三伏天

本地西瓜上市，洛宁与宜阳有不少瓜农要从河洛路
与瀛洲路交叉口开拖拉机突突突地入城。在这里，交警
连续三年设立瓜农服务站，每天守望着上百辆瓜车进城，
免费为瓜车贴反光贴，为瓜农提供驱蚊降暑物品。（详见
本报13日A10版报道）

这些做法，许多瓜农已经习惯，有的还和交警成了
“老熟人”，但面对“摆摆手”“向前走”的交警，在他们初来
乍到的那一刻，还是有少数人或者一脸慌张，或者不知所
措，或者掉头想溜……

交警见了瓜农赶紧走过去，为的是服务，咋就能让对
方大感紧张呢？这是个有趣的话题。

瓜农为何紧张？无疑，是怕挨罚，是怕被撵。确实，
在许多瓜农根深蒂固的印象里，碰上了交警，除了挨罚，
恐怕也想不到其他啥事儿了。

为游客提供旅游攻略地图，为瓜农提供贴心服务——
这些年，洛阳交警人性化执法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比起
很多执法部门，口碑不算差，可为啥还有瓜农“看见交警
绕道走”？能怪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没进过城，没遇过
事，认识仍“停留在新中国成立前”吗？当然不能。

如果不是来卖瓜，大多数瓜农进城的机会或许不多，
与交警碰面打交道的机会就更少，也就不会对交警执法
有更多的认识。在他们的眼中，身着制服的交警，就像其
他执法人员一样，不苟言笑，甚至十分厉害：当交警朝自
己摆摆手，或是朝自己走来，他们难免会凭固有的“经验”
做出判断——坏了，要找我啥事儿？

为什么被交警找上了就“不会有好事”？是什么让瓜
农积累了这样的“生活常识”？是距离感，是生疏感，是冷
漠感。是啊，在生活中，有一些公家部门，有一些执法人
员，给老百姓留下了这样的印象：门难进，脸难看，事难
办，吃拿卡要、收查扣罚。至于“主动帮助”“主动亲近”的
事情，那是老百姓想也不敢想的。当这种衙门作风、官僚
做派久治难愈时，又怎能指望瓜农们敢相信走上前的执
法人员是来帮自己呢？

事实上，这种看法的确错了。交警们不只会严格执
法，也有帮助游客时的和颜悦色，有服务瓜农时的温情脉
脉，但是，如果不是连续多年待在路口的坚持，仅凭在交
警微博中发一句“瓜农朋友，我们不罚款，我们只提供服
务”，有多少人会轻易相信，又有多少人能亲身体会？

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坏形象
如此，好形象也是一样。一张反光贴，一把小扇子，一包
防暑药，不值啥；请大家到岗亭里歇歇脚、喝杯水，也没什
么技术含量——但正是这种持之以恒的坚持，正在成为
让瓜农倍感亲切的法宝。

【新闻背景】人社部等日前
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按规定发放
高温津贴。尽管国家早有相关
规定，但许多地方仍有不少人
吐槽称“没领到”。有的老板不
按规定的按月发放高温津贴，
竟按超过35℃高温天气的具体
天数发放，有的单位用绿豆、饮
料等防暑降温物资“冲抵”，蒙混
过关。 （7月13日新华网）

各地进入“烧烤模式”，高温
津贴落实难又成了热门话题。
媒体关注高温津贴一般有两个
视角：一是落实不到位，劳动者
拿不到；二是已经N年了，标准
一直未提高。不过，既然拿不
到，提不提高标准也就没那么重
要了。不用说，不少户外劳动者
没高温津贴可拿仍是潜规则，忍
气吞声仍是很多人的无奈之
选。至于到底多少人拿不到，各
种统计数据说法不一，有的说八
成，有的说半数，反正不是少数。

套用最近很热的“僵尸肉”
的提法，高温津贴落实难是名副
其实的“僵尸新闻”——年年报
道年年如是，报道跟没报道一
样，不报道白不报道，报道了也
白报道。尽管新华社的报道严
厉指出“高温津贴制度落实不到
位，不仅是对劳动者利益的侵
害，也损害着国家的法治形象”，
但这件“损害国家法治形象”的
事情，明年可能还要上演。

2012年，《防暑降温措施管理
办法》终于公布实施，但人们很快

发现，情况似乎改观不大。归根
到底，高温津贴落实难，不是立法
问题而是执法问题。企业在高温
津贴上的守法意识如此淡薄，一
方面固然是能省则省节约成本，
另一方面则是法不责众的违法零
成本预期。事实的确如此：我就
是不发，你劳动者能怎样？

举报？先开了你不说，监管
力量也不一定能及时到来，即
使来了可能也没有强有力的手
段。企业都聪明得很，执法不
能戳到痛处，劳动者又那么弱
势，高温津贴要被自动落实，谈
何容易？

不过，如果地方政府对于落

实高温津贴足够重视，在“互联
网+”的时代，要督促企业依法发
放高温津贴其实没有想象的那
么困难。一方面，劳动者举报应
该有方便的平台和途径；另一方
面，举报都应得到及时回复。对
于企业，只要不依法发放高温津
贴的行为被证实，就应记入企业
诚信体系，影响其经营行为的方
方面面，成为“让失信者寸步难
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大数据
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某种意义上，以盈利最大
化为目标的企业都有逃避义务
的“天性”，关键是，要用好的制
度去约束这种“天性”。

■洛浦听风

高温津贴“僵尸新闻”要写到何时？

本报特约评论员 舒圣祥/文 朱慧卿/图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为什么被交警找上了就“不会有好事”？是什
么让瓜农积累了这样的“生活常识”？

新浪微博、腾讯微博@洛阳晚报#龙门e站# 洛阳晚报官方微博，最爱洛阳最懂你

“加长版”伏天来了。今
年的三伏天一共40天，比去年
多了10天，7月13日“入伏”，8
月22 日“出伏”。之前的天气
预报说，13 日洛阳最高气温
38℃。很多网友笑了：“地板
晒得烧屁股，马路烫得能摊煎
饼，预报的最高气温才 38℃？
别开玩笑了。”看了晚报的报
道，大家有话说。

气 象 部 门 预 报 的 温
度 ，来 自 气 象 监 测 站 的 百
叶 箱——距离地面 1.5 米高，
安装在草坪上，周围不能有
高大建筑，不受阳光直射。
@西苑的树“吃醋”：生活在
城市里的你我，几人能有百
叶箱这样的“待遇”？

不管预报的气温是多少，
“地板晒得烧屁股”是大家的
真实感受，面对未来一个多月

的高温天气，咱该如何应对？
如果你有假期，@William要给
他当一个好榜样的经验是宅
在家里。宅在家里无聊怎么
办？@野风咚咚锵：好电影很
多，好书也很多，眼睛累了就
听有声书、互相讲故事，关键
是一家人要一起玩儿，这才有
意思。@清风梨花还建议：星
期天在超市卖书的地方挑一
本书，席地坐那儿看书，既凉
快又休闲，越热的天看书的人
越多，不信你去看看。

心静自然凉，说着简单做
着难。@湖南女子学院张闻
骥认为：保持内心安宁是最重
要的。@合硕教育中心给大
家提供了几个调整情绪的办
法：正确看待身边事、身边人，
有时间了做些自己喜欢的事，
太极拳、瑜伽之类的慢运动有

助于放松、减压。@杜遂卿提
醒驾驶员们：开车时不要急
躁，更不要舍不得开空调；遇
到堵车或前面新手动作慢，还
请耐心等待。

持续高温也是一种自然
灾害，“烤”验着人们的身体、
心灵，也“烤”验着城市管理。
@水泠云端希望严格执行规
定：日最高气温达到 40℃以
上，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
业。@郑峰超希望规范烧烤
摊儿：晚上的街边烧烤不仅声
音嘈杂，而且黑烟飘得哪儿都
是。@鸿雁滑翔替大家提出
更多希望：小区不要停水断
电，公交空调确保运转，避暑
纳凉行个方便，高空作业交替
轮换，心静自凉不惹麻烦，老
人小孩度夏安全。

（杨文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