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吸雾霾放鞭炮,想想就难受
21 日，我市一家饭馆开业放鞭炮，被

正在附近巡逻的民警抓个正着。民警对老
板批评教育后，做出罚款200元的处罚。

21日那天的雾霾有多严重，大家肯定还
没忘：市里发布空气污染红色预警，学校停
课，大街上戴口罩的人也比平时多得多……
这种天气，非要吸着雾霾放炮，确实不妥。

在很多人的意识里，结婚、开业、庆典
不放点儿鞭炮，就像吃饭不拿筷子，睡觉不
枕枕头，是件不合常理的事。于是，尽管有
禁放的明文规定，尽管不少机关、学校、社区
及公共娱乐场所的显著位置均张贴《致全市
市民市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一封信》，但是，
每逢一些“好日子”“大日子”，即便遭遇“十
面霾伏”，开业庆典、结婚的鞭炮声依然时
有耳闻，让空气质量雪上加霜。

一个鞭炮能产生多少霾污染？上海交
通大学相关研究人员通过实验给出了答
案：３只小鞭炮在30立方米的测试舱中燃
放，产生的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 1230
微克，该数据为爆表值每立方米500 微克
的 2.46 倍。鞭炮中的氮氧化物、二氧化
硫等有害物质还会直接对人们身体造成
危害。

而这种危害最直接指向的，当然就是
点燃炮捻子的人。如果营造喜庆气氛的代
价是空气污染，是健康受损，划算吗？

移风易俗当然需要时间，但禁放规定

的执行，不该有缓冲余地。
《洛阳市市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通告》

明文规定，“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依法接
受公安机关询问查证，并给予500元罚款；
危害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构成违反
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予以处罚；情节严重
的，依法由公安机关给予行政拘留；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自10月起，我市公安部门开展了市区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百日会战行动，对非法
运输、储存、销售以及燃放烟花爆竹行为进
行处罚。发现一起，就不打折扣地查处一
起，才能显示“徙木立信”的法治权威。

关于雾霾的成因，从工业排放到扬尘，
已经说得不少。这些大问题，当然必须被
重视、得解决。而谈到个体责任，通常是要
挨骂的：“火电厂你不说，化工厂你不说，油
品质量你不说，监管不力你不说，非得拿老
百姓说事儿？”

问题是，城市的“雾霾贡献率”中，跟
个人有关的，真的没那么简单。买个菜也
要开车，高兴了非要放炮——他们不是不
清楚自己的行为习惯对环境的影响，他们
是习惯为自己找理由：“我一个人环保顶
啥用啊？我一年到头放炮也不顶烟囱冒
一天！”

可是，每个人都抱怨别人不自觉，却
觉得自己没责任，结果一定会很糟糕。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每个人都抱怨别人不自觉，却觉得自己没责
任，结果一定会很糟糕。

■微论撷英

有些词让我特别反感，比
如“小鲜肉”，哪怕你直接谈对
性的欲望都比谈“小鲜肉”好
听，可是我没有权利，也不能制
止这些词。

——21日上午，在“汉语盘
点2016”仪式上，著名作家、文
化部原部长王蒙“炮轰”网络上
的一些流行词语

这套规定，是从河北名校

衡水中学学来的，而且多数家
长都赞同。

——近日，一则严厉校规
在网上流传。其中，“私自离
校，要交 10000 元保证金”
“禁止男女生交往过密，包括
不许并行、共餐、互赠礼品、直
接交流”等规定引学生热议。
而该校规来自私立的福州左海
学校

【新闻背景】 72岁的独居
老太太在家中突发心脏病，急
救人员赶来后看到老人体重
80多公斤，行动不便，表示“抬
不动老人”，随即离开。急救
人员说，他们是救死扶伤，但
不是“老搬”，还拿出一张单子
让邻居们签字证明他们出车
了，邻居们拒签，随后 120 救
护车就驶离了小区。情急之
下，热心邻居拨打110报警，4
名警员赶赴现场，最终通过轮
椅将老人送上了警车，然后一
路护送她进了医院。（12月23
日《漯河晚报》）

院前急救，从救治费用到
搬运患者，向来麻烦多多。

当然，“先救人再谈费用”的
原则在很多地方已执行多年，很
少有因费用问题拒绝或者延误
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的，但“谁搬
患者”引来扯皮的事情，还是有。

自 2014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的《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中，
确实对医疗救护员可以从事的
相关辅助医疗救护工作有表述，
其中就包括搬运、护送患者，但
这个“可以”该怎么理解，搬运患
者算不算医护人员必须要做的

事情，不明朗。
这些年，有关急救中“搬抬

服务”由谁承担的争议很大。
去年 11 月，“南航急救事件”就
曾引发社会对此问题的强烈讨
论：当时，一乘客反映，在乘坐
南方航空的航班时突发疾病，
但北京首都机场机组人员和机
场救护人员在谁来抬担架问题
上互相推诿，最后患者自己爬
上担架。

针对这个问题，不少地方
采用地方立法的形式，对急救
规范和标准做出规定，比如明
确院前医疗急救机构应当为
有需要的急危重患者提供搬
抬服务。

我们不知道新闻中的医护
人员为什么不愿抬患者。搬抬
不是义务，这可以理解。根据河
南省医疗服务价格的规定，救护
车上可能产生的费用是包括担
架服务费的，可收费了仍不愿帮
助患者，也许是人手不足。

但无论如何，医者，生死
相托——院前急救，常是十万火
急的事，应当对得起患者的这份
托付。搬运患者，讨论了这么些
年，实在不该再是问题了。

■漫画漫话

“搬抬患者”不能总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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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一则关于防“过劳死”的新闻在
网上传得挺热。日本广告巨头电通公司公
布了一项旨在防止员工“过劳死”的计划，
包括工作场所晚10点强制熄灯，员工晚10
点前必须离开办公楼，禁止在家中加班，所
有员工每半年必须至少休假五天等内容。

这让人想起前不久吓了上班族一跳的消
息：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我国每年“过劳死”
的人数达60万人，已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
第一大国。“过劳死”的威胁对象已从体力劳
动者转向脑力劳动者，且呈年轻化趋势。

事实上，“60 万”“超日本”等信息，数
年前已有。前几天，苏州一名24岁的工程
师因加班频繁而“过劳死”的报道，也引来
哀叹一片。最令大家惴惴不安的是：小伙
子生活习惯良好，烟酒从来不沾！由此可
见，加班之害，甚矣！

老板们喜欢“拼命三郎”，不仅在于后者
的任劳任怨，而且按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
者自愿加班的，单位是可以不支付加班工资
的。那么，自愿加班是因为太热爱工作吗？
通常来说也并不是：不加班，不熬夜，活儿就
干不完；活儿干不完、干不好，说明你能力有
限，你的岗位和职务就岌岌可危了。而对一
些行业从业者，比如互联网从业者或是干营
销的人来说，只要你没辞职，除了睡觉就得
考虑工作，失眠的时候也一样。

另外，员工加班，企业不用承担太多的
风险：员工真把命拼掉了，老板也不用负太
多责任。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过劳
死”算工伤吗？

《工伤保险条例》最接近“‘过劳死’属
工伤”的规定是，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
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
抢救无效死亡”。然而，具体到现实中，一
旦职工“过劳死”不符合上述关键条件之
一，企业鲜有认定其为工伤者。

从这个角度看，完善“过劳死”的工伤
认定，让企业在使用劳动力上不再肆无忌
惮，是有现实意义的。

而更实在的“自保”之策，还是学会自
己放松心态、调整状态。

拼命工作，当然可以理解。危机感强，
不安定感强，银行存款、住房保障、结婚生
子，还有治病钱养老钱，都需要未雨绸缪。
多挣点儿，心里就多踏实一点儿。再者，中
国人讲究的就是要处理好各种关系，要有
家庭责任感，要重事业——从上司到老婆
孩子到父母双亲到自己的前程，都要努力
打点好，咋可能不累？

追求好车、大房子、好位子，追求人前
有面子，谁也不能说这种价值观有误，但请
在咬牙跺脚往前奔的时候，也能提醒一下
自己：身体出了问题，不仅悔之晚矣，而且
一切希冀都要成泡影。注意，不管是跟自
己较劲儿，还是与别人较劲儿，其中重要的
一点是——身体健康状况的比拼。要求得
发展、要享受生活，前提是活得质量高，活
的岁数大。

再分享一下那篇只有两句话的爆款热
文：有没有办法做到天天熬夜又不会太早
死掉？没有。

钱和命，不是单选题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要求得发展、要享受生活，前提是活得质量高，活的岁数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