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待您对社会热点问题的思考与
评价，请把想说的话、想表达的观点
发给我们，本报将择优刊发读者来
论，共同碰撞思想的火花。来稿信
箱：jzrbs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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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 日晚，四川省自贡市
荣县华康医院一名 70 多岁的患
者急需转院，医院随即派出救护
车将患者送往自贡市第一人民医
院。不料，救护车准备驶出乐自
高速公路贡井收费站时，救护车
驾驶员和高速公路收费员因为该
不该缴 13 元的过路费发生争
执，造成载着病重患者的救护车
停车长达7分钟，并造成出站口
拥堵。最终，救护车缴费后才驶
离收费站。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
依据，各地对救护车是否缴过路
费、缴过路费标准执行不一。对
此，你怎么看？

【观点1+1】
@阿七若丹：在生命高于

一切的和谐社会，应该给执行救
护任务的救护车开辟绿色通道。

@胜平王大头：生 命 无
价，救护车承载的是生的希望，
提前一分钟把病人送到医院就有
可能挽救一条生命，因为收费问
题而延误救命时间，是所有人都
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清静晓梅：我认为救护
车不该缴过路费，因为救护车运
载的都是危重病人，时间就是生
命。有关部门应该出台明文规
定，收费公路免收救护车的过路
费。

@撑蒿寻梦sun：个人觉
得此事的重点在于谁来付费，过
路费应由医院承担还是病人承
担？这个问题一旦解决，就不会
出现为过路费纠缠而耽误病人救
命时间的事情。

@kellykeron：当 救 护 车
转运危重病人时，应该让它免费
通行，不然何谈对生命的尊重？
当一切都以金钱为追求，其实是

可悲的。
@风开季节：不同的地方

对救护车有不同的收费政策，这
让救护车常常面临尴尬的局面。
所以，要防止这类事件发生，就
必须出台全国统一的收费政策，
以免救护车无所适从。

@小人物的大传奇：我觉
得救护车应该缴过路费，因为救
护车出车救人也是收费的。现在
缴费方便快捷，根本不会耽误时
间。

@就让它飞把：病人不缴
费医院不是也不看病吗？为什么
就不能向救护车收过路费呢？

@平常一个人 015：根据
《公路法》《收费公路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有6类车可享受收
费公路车辆通行费减免优惠政
策，120 急救车不在其列。因
此，救护车应该依法缴纳收费公
路车辆通行费。

【下期话题】

酒量排行榜
过年时候，走亲串友难免需

要喝酒，要想知道河南的 18 个
省辖市中，哪个地方的人酒量最
大，不妨参考一下网上流传的河
南 18 个省辖市酒量排行榜。在
这个排行榜上，焦作人酒量第三
大，仅次于排第二的商丘人和排
第一的郑州人。对焦作人的评语
是：喝酒不显山不露水，看似不
能喝，到了酒桌上战斗力惊人。
对此，你怎么看？

（参与热点话题讨论，请关
注《焦作日报》官方微博：@
焦作日报）

本期栏目主持人 本报记
者 郭 剑

【今日话题】

救护车该不该缴过路费

“过年就要放鞭炮烧纸祭祀”“闺女出嫁后必须在婆
婆家过年”“正月初五之前不准倒垃圾”“拜年就要跪地
磕头”。春节期间，面对这些老习俗，人们已经不再教
条地遵循，而是以旅游、运动、逛庙会等更入时的生活
方式欢欢喜喜过大年。

春节是我国民间最具影响力和最富有特色的传统
节日，是中华灿烂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名片之一。在春
节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贴春联、放鞭炮、吃年夜
饭、守岁祈福等一大批极具中国风格和底蕴的习俗，
这些习俗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滋养了一代
又一代的华夏子孙。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
传统习俗逐渐暴露出各种问题，在春节期间尤为明显。
有的习俗不符合男女平等的时代要求，有的习俗容易污
染环境和造成事故，这些问题都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

面对这些问题，一些地方积极推进移风易俗，得到
了百姓的积极支持，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需要注意的
是，移风易俗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例如，为了
保护空气和环境，一些地方通过立法对烟花爆竹燃放和
街路祭祀活动进行限制或者禁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
进行全天候监管，有效果但成本不小。民俗是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处于逐渐演化和不断扬弃的过程，对于那
些明显不合时宜的民俗，不能仅靠一刀切的方式简单处
理，而是要在尊重文化传承的同时，为群众提供旧习俗
的替代品。

春节期间，既是人们按照习俗行事的集中期，更是
大力倡导移风易俗的好时机，应重点做好“疏”的文
章，比如在限制或者禁止燃放鞭炮习俗的同时，为公众
提供集中举办烟花秀等方式，努力在移风易俗中体现人
文关怀，在欢乐喜庆中倡导文明新风。①6

移风易俗过大年
□张 建

早在春节前，一些地方纪检监察部门
或发布红包治理战果，或通报违规收受红
包典型案例，以期正风肃纪、以儆效尤。
其中，仅江西通报的数据，自2013年9月
开展红包问题专项治理以来，全省三级廉
政账户共收到违规收受红包2亿多元。

党员干部违规收受红包问题由来已
久，既是腐蚀执政党肌体健康的“脓包”，
又可能成为影响国家长治久安的“炸药
包”。为此，中纪委节前发出“廉政红

包”，提示党员干部春节期间“八条禁
令”，违规收受红包问题就赫然在列。

“廉洁不廉洁，关键看年节”。对一些
党员干部来说，过节就像“过关”，节可能
好过，“关”却不好闯，种种红包很容易打
着拜年的旗号卷土重来。随着各地纪检监
察部门执纪越来越严，一些人就用起微信
红包、电子礼品卡等时髦手段，此类红包
腐败藏得实、捂得严，还须持续发力，久
久为功加以惩治。

小手一抖，红包到手。如今，“互联
网＋红包”的方式为行贿受贿提供了很大
便利。比如，加个微信好友，红包交易瞬
间就能完成，二者无须面对面，既少了尴
尬，也少了烦琐；另一方面，网上支付不
易暴露，一些人为此和纪委禁令玩起了

“躲猫猫”，给监督、举报增加了难度。
除恶务必尽，斩草需除根。治理红包

腐败既是一项长期性工作，须严明纪律，
警钟长鸣；也是一项年节间的突发性工

作，须对症施治，求得实效。加强部门合
作，破除技术障碍，严查各种红包腐败，
真正让行贿人和受贿方无处藏身。①6

治理红包腐败须久久为功
□胡锦武

一年一度的春节是举家团圆的日子，也是儿女们尽孝
的日子。除了商家借此大肆营销之外，我们还在微博中，
在微信的朋友圈中看到了人们写下的一句句令人感动的肺
腑之言，看到了大家晒出的一件件用来尽孝的礼物，也促
使人们重新思索这个古老的命题：孝顺到底是什么？我们
应该如何尽孝？

今年春节，有媒体做了“什么是孝顺”的百姓调查。
对于什么是孝顺？人们的回答不尽相同。“逢年过节给爸
妈买礼物”“带着媳妇回家过年”“教爸妈使用高科技”，
年轻人说要更多地付出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健康成
长”“好好生活”“常回家看看”，长辈们的回答则是“心
意到了就知足”，不图回报。

的确如此，对于长辈而言，含辛茹苦养育儿女，看到
长大的孩子幸福快乐生活就是他们最大的欣慰。无论儿女
是否送来昂贵的节日礼物，是否出钱让其游山玩水，也无
论儿女是否大富大贵让其面子十足，只要能有一分心情他
们就心满意足，更多的奢望也不过是儿女能花点时间陪陪
自己。

“养儿方知父母恩”。儿女平日的一句问候，一个动
作，一个眼神，都会牵动着父母的心。无论孩子长到多
大，他们的喜怒哀乐都会让父母牵肠挂肚。对于儿女而
言，孝顺首先要从细节做起，做好自己的事，干好自己的
工作，不让父母操心也许就是最大的孝顺。

感恩要发自内心，行动才能体现牵挂。除了传统的新
春佳节、中秋节、重阳节等家人团聚，爱老敬老的节日，
西方的父亲节和母亲节近年来在国内也愈发流行。一个个
节日让尽孝似乎有了更多的仪式感。

“百善孝为先”。孝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细节
做起，从小事做起，在日常生活中，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在重要的日子给父母惊喜。见微知著，从点滴行为上践行
的孝才是真孝。①6

春节思尽孝
□孔祥鑫“赌”蛇

一年打工存不了两
万元，没想到过年打几
次牌就输掉一大半——
春节期间，安徽省的一
些农村青年反映，过年
亲朋好友聚会都会摆上
牌局，有人甚至将一年
的辛苦钱输个精光。

朱慧卿 作
（新华社发）

20152015年年 获奖人物获奖人物

新华社北京 2 月 14 日电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
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
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提出加强农村留守儿
童关爱保护工作、维护未成年人
合法权益，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
责，也是家庭和全社会的共同责
任。要以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健全法
律法规和制度机制，强化家庭监
护主体责任，加大关爱保护力
度，逐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确
保农村留守儿童安全、健康、受
教育等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意见》 提出，要建立完善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一
是依法强化家庭监护主体责任，
对外出务工父母履行监护职责提
出具体要求，明确加强家庭监护
监督指导的具体措施。二是落实
县、乡镇人民政府和村（居）民
委员会职责，明确县级人民政府
统筹协调和督促检查责任，要求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
村（居）民委员会及时掌握农村
留守儿童基本情况，加强对家庭
监护的监督、指导，确保农村留
守儿童得到妥善照料。三是加大
教育部门和学校关爱保护力度，
明确教育部门、中小学校在农村
留守儿童学习教育、心理健康、
生活照顾、安全管理等方面的职
责任务。四是要求各级工会、共
青团、妇联、残联、关工委等群
团组织发挥优势，积极为农村留
守儿童及其家庭提供关爱服务。
五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
支持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公益慈
善类社会组织、志愿服务组织等
社会力量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专
业服务；支持社会组织、爱心企
业举办农村留守儿童托管服务机
构。

《意见》 依据相关法律规
定，建立健全了包括强制报告、
应急处置、评估帮扶、监护干预
等环节在内的救助保护机制，规
定了强制报告情形，确定了强制
报告主体和受理主体，细化了应
急处置措施，明确了评估帮扶主
体，强化了监护干预措施。

《意见》按照标本兼治的思路，提出了从源头上逐步减少
儿童留守现象的长远目标，强化了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
保障措施。要求各省（区、市）结合本地实际制订具体实施方
案，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领导机制。国务院将
适时专项督查《意见》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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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锦泉：高节卓不群

吴锦泉，一位 88 岁高龄却仍
在坚守老手艺的磨刀老人，而更可
贵的坚守，则是数年如一日，将磨
刀积攒下来的一枚枚硬币，捐给灾
区和慈善机构。他每月生活费不过
300 元，捐出的善款却超过了 4 万
元。

颁奖词：窄条凳，自行车，弓
腰扛背，沐雨栉风。身边的人们追
逐很多，可你的目标只有一个。刀
剪越磨越亮，照见皱纹，照见你的
梦。吆喝渐行渐远，一摞一摞硬
币，带着汗水，沉甸甸称量出高
尚。

张宝艳、秦艳友：阳春布德泽

秦艳友、张宝艳是夫妇，吉林
省通化市人，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
创办者，创建了寻亲网站“宝贝回
家寻子网”。2007年至今，已帮助
超过 1200 个被拐及走失的孩子寻
找到亲人。

颁奖词：寻寻觅觅，凄凄惨惨
戚戚。宝贝回家，路有多长？茫茫
暗夜，你们用父母之爱，把灯火点
亮。三千个日夜奔忙，一千个家庭
团聚。你们连缀起星星点点的爱，
织起一张网。网住希望，网住善
良。

郎平：雄心志四海

2013年4月，郎平被任命为新
一届女排国家队主教练，尽管带队
之初遭遇过艰难险阻，但郎平很快
展现出自己的出色带队能力，2014

年女排世锦赛时隔 16
年再夺亚军，而去年世
界杯带领中国女排时隔
12 年第四次夺得世界
杯冠军。毫无疑问在郎
平的带领下，中国女排
除了成绩上的进步，团

队精神和队员气质也值得肯定，郎
平功不可没。

颁奖词：临危不乱，一锤定
音，那是荡气回肠的一战！拦击困
难、挫折和病痛，把拼搏精神如钉
子般砸进人生。一回回倒地、一次
次跃起、一记记扣杀，点燃几代青
春，唤醒大国梦想。因排球而生，
为荣誉而战。一把铁榔头，一个大
传奇！

屠呦呦：春草鹿呦呦

2015 年 10 月 8 日，中国科学
家屠呦呦获 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
自然学奖的中国人。多年从事中药
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的屠呦呦，创造
性地研制出抗疟新药——青蒿素和
双氢青蒿素，获得对疟原虫 100%
的抑制率，为中医药走向世界指明
方向。

颁奖词：青蒿一握，水二升，
浸渍了千多年，直到你出现。为了
一个使命，执着于千百次实验。萃
取出古老文化的精华，深深植入当
代世界，帮人类渡过一劫。呦呦鹿
鸣，食野之蒿。今有嘉宾，德音孔
昭。

阎肃：弦歌感人肠

阎肃原名阎志扬，1930年5月
9日出生于河北保定，为著名的文
学家、剧作家、词作家。阎肃曾担
任歌剧《江姐》编剧，并为主题曲

《红梅赞》作词，令其成为家喻户
晓的经典歌曲。电视剧《西游记》
里，一曲《敢问路在何方》使他的
名字走进了千家万户。另外，阎肃
还曾创作过好几出颇有影响的京剧
现代戏，比如京剧《红灯照》、《红
色娘子军》、《红岩》、《年年有余》
等，备受观众喜爱。

本月 12 日，阎肃老先生因病
在京逝世。虽然斯人已去，但一代

艺术大师精神永存。
颁奖词：铁马秋风、战地黄

花，楼船夜雪、边关冷月，这是一
个战士的风花雪月。唱红岩、唱蓝
天，你一生都在唱，你的心一直和
人民相连。是一滴水，你要把自己
融入大海；是一树梅，你要让自己
开在悬崖。一个兵，一条路，一颗
心，一面旗。

徐立平：大国多良才

徐立平自 1987 年参加工作以
来，一直从事着极度危险的固体动
力燃料药面微整形工作，被称为

“在‘炸药堆’里工作”。凭借国家
至上的信念和高超的技能，他坚守
岗位 28 年，多次承担急难险重任
务，始终无畏无悔、默默奉献。他
注重创新钻研，设计 30 多种整
形、挖药刀具，有两项获得国家专
利，同时带领班组完成 30 多项技
术革新。

颁奖词：每一次落刀，都能听
到自己的心跳。你在火药上微雕，
不能有毫发之差。这是千钧所系的
一发，战略导弹、载人航天，每一
件大国利器，都离不开你。就像手
中的刀，二十六年锻造。你是一介
工匠，你是大国工匠。

莫振高：化作光明烛

莫振高生前是都安高中校长，
他爱校如家、爱生如子，用自己
的微薄工资以及向社会各界募捐
3000 多万元善款，资助近 2 万名
贫困生圆了上学梦，被学生们亲
切地称为“校长爸爸”。2015 年 3
月 9 日 ， 59 岁 的 莫 振 高 因 病 离
世，整个县城花圈被抢购一空，
数万人自发前来祭奠和网上无数
的追思。

颁奖词：千万里，他们从天南
地北回来为你送行。你走了，你没
有离开。教书、家访、“化缘”，埋
头苦干，拼命硬干。你是不灭的蜡
烛，是不倒的脊梁。那一夜，孩子
们熄灭了校园所有的灯，而你在天
上熠熠闪亮。

官东：天下英雄气

2015年6月2日，在“东方之
星”沉船救援现场找到被困人员
后，24 岁的潜水员官东多次下
潜，凭借高超的潜水技术，一连救
出两名幸存者；危急时刻，他让出
自己的潜水器具，险被急流冲走。
2015 年 10 月 13 日，官东被评为

“全国敬业奉献模范”。
颁奖词：来不及思量，就一跃

而入。冰冷，漆黑，缺氧，那是长
江之下，最牵动人心的地方。“别
紧张，有我在”，轻声地安抚，稳
住倾覆的船舱。摘下生命软管，那
肩膀上剩下的只有担当。人们夸你
帅，不仅仅指的是面庞。

买买提江·吾买尔：
盛德表一乡

买买提江·吾买尔，男，维吾
尔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县
人，1952 年 12 月生。曾获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模范村
党支部书记称号。现任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伊宁县布里开村党支部书
记。

买买提江·吾买尔敢管事、会
管理，注重强根基、治软散，理思
路、促增收，抓整治、保稳定，办
实事、聚民心，较快改变了村貌，
实现了由乱到治，村党支部跨入伊
犁州先进行列，创造的维稳工作经
验得到推广。买买提江·吾买尔同
志政治上坚强、宗旨观念强、创新
意识强、带头能力强，是新时期农
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代表，是推动
发展、促进和谐、反对分裂、维护
稳定的楷模，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
观的典型。

颁奖词：一碗茶水端得平，两
个肩膀闲不住。三十多年的老支
书，村民离不开的顶梁柱。你是伊
犁河上筑起的拦河坝，是戈壁滩上
引来的天山水，给村民温暖，带大
家致富。木卡姆唱了再唱，冬不拉
弹了再弹，买买提江·吾买尔的故
事说不完。

王宽：君子抱仁义

王宽今年 74 岁，是河南退休
艺术家，曾任郑州市豫剧团团长，
国家一级演员。

1998年，刚刚退休的王宽收养
了第一个孩子，此后，他就开始与家
乡的孤儿们结缘，先后收养了 6 个
孤儿。夫妻俩的退休金并不多，为
了让孩子们吃饱穿暖，王宽决定到
茶楼唱戏挣钱。

茶楼不比舞台，他的“点唱
率”并不高，常常坐冷板凳。于
是，66 岁的王宽再次拜师学艺，
学习川剧的“变脸”绝技，并加以
发扬光大，赢得了无数的掌声和喝
彩声。

王宽说他并不期待掌声，只是
为了在唱不动之前，抓住每一个机
会挣钱，养活 6 个孩子，供他们上
学。在将近10年的漫长岁月里，为
了多挣点钱，给孩子们更好的生活，
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风雨无阻，随
叫随到。

17年栉风沐雨，5个孤儿都已
长大成人，有了稳定的工作，最小
的老六今年也已经大学毕业。在王
宽夫妇的带领下，学习了乐器的孩
子经常上街义演。据统计，10 余
年来，靠“卖唱”养育孤儿的王宽
夫妇通过各种形式向各类慈善事业
捐款超过百万元。

颁奖词：重返舞台，放不下人
间悲欢，再当爷娘，学的是前代圣
贤。为救孤你古稀高龄去卖唱，为
救孤你含辛茹苦 16 年。16 年，哪
一年不是三百六十天。台上你苍凉
开腔，台下你给人间作了榜样。

特别致敬：
抗战老兵、爱国侨胞

对于这些高龄老人来说，沧桑
往事有很多已经淡忘，然而抗战是
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生命的记
忆，也是民族记忆、国家记忆！他
们的勇气、奉献和担当，早已经变
成一个民族基因，在我们血脉当中
流淌！ (据大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