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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规程是救命指南，不能只“挂在墙上”
本报评论员 吴迪

每一条看似纷繁复杂的操作规
程，背后都有其设计深意和必然
性。操作规程若被虚置，无异于为
安全生产埋下定时炸弹：一方面，无
法有效防患于未然，甚至会制造更
多隐患和安全漏洞；另一方面，当发
生危险时，工作人员无法及时、正确
处置并逃生，可能扩大风险和损失。

“聚拢火焰，节省燃气”“锯齿防滑，炒菜不滑锅”……据新
华社报道，在部分电商平台上，一些店家低价兜售燃气聚能
环，销量火爆。尽管相关部门长期宣传聚能环并无节能效果
且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但不少消费者依然禁不住商家的忽悠，
选择购买和加装，由此引发的安全事故不少。

擅自在原装燃气灶上加装聚能环, 可能影响燃气灶火焰
周围的空气流动，从而导致一氧化碳超标，达到一定浓度时甚
至会使人中毒、丧命。对如此隐患，一些消费者是完全不知
晓，一些人虽有所耳闻但还是没扛住商家“有图有真相”的宣
传洗脑。这些年，从神医神药到能量水、节电器，类似把功能
吹上天的消费骗局实在不少，一方面，消费者要清醒一些，不
能为了省钱什么都敢用，涉及用电用气等安全问题的更应谨
慎，另一方面，对有关产品的真相、隐患、骗局等，监管部门要
及时揭批、果断亮剑，为百姓生活安全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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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引来一片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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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食“学历造假”？
这股歪风得治

“动火作业管理在走形式，已经到了失控

的程度”——据 12月 17日《中国应急管理报》

报道，应急管理部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

业督导核查组在河南焦作检查相关企业时发

现，相关企业操作规程存在严重缺陷，特殊作

业管理、教育培训等安全管理制度未得到落

实，有火灾爆炸风险的动火作业项目竟未配

备灭火器材，安全措施确认内容与现场作业

实际不符等。事实上，近年来，应急管理部督

导核查组赴各地检查时，频繁通报过这类将

操作规程“挂在墙上”的情形。

无视操作规程，让安全生产制度空转，会

导致安全防线层层失守，其中任何一个细节

都可能成为酿成悲剧的导火索，这样的问题

令人震惊和后怕。

不把操作规程当回事，一个直接原因是

相关人员嫌麻烦并抱有侥幸心理，相关作业

程序和制度流于形式，要么比划几下、填个

表，要么干脆没有制定操作规程，“一直都这

样也没事儿”。更重要的是，企业负责人和管

理人员未能履职尽责，只注重迎检“台账”材

料却忽视实际层面的安全风险，甚至存在被

动“等靠要”现象，认为相关部门会帮企业查

隐患。一些企业没有配备专业的安全员，甚

至有关责任岗人员无资质上岗、完全不懂如

何应急处置，“对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一问

三不知”。同时，有关方面的监管松弛也是导

致企业长期懈怠、缺乏约束力的重要原因。

操作规程是企业员工现场正规操作的依

据，在紧急状态下更是应急处置指南，甚至是

救命指南，可以最大限度降低伤亡代价和经

济损失。操作规程若被虚置，无异于为安全

生产埋下定时炸弹：一方面，无法有效防患于

未然，甚至会制造更多隐患和安全漏洞；另一

方面，当发生危险时，工作人员无法及时、正

确处置并逃生，可能扩大风险和损失。

每一条看似纷繁复杂的操作规程，背后

都有其设计深意和必然性，甚至不乏惨痛教

训。因而，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必须入脑入心，

不折不扣地落实、执行。比如，针对近年来有

限空间事故多发，新修订并将于 2024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

定》新增了“有限空间作业必须配备监护人”

等规定，要求监护人员具备相应的安全知识

和应急处置能力，专门负责监督有限空间作

业安全措施的落实。又如，不久前某养猪企

业规定进入核心饲养区的员工“洗完澡禁止

穿私人内裤”而冲上热搜，在专业人士解释

“必须穿统一消毒的衣物，防止非洲猪瘟等病

毒传播”后，网友纷纷表示理解，“原来每一种

规定都有其现实针对性”。

隐患是休眠的事故，事故是激活的隐

患。操作规程执行到位就是检修排障、确保

安全的法宝，不当回事则可能成为危险之

源。近年来，为了督促各企业落实生产责任

制度，国家有关部门和不少地方都在积极行

动。比如，2021 年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法明确

了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

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

全面负责。此举让企业负责人明白自己的责

任有多重。有关部门通过发布典型案例、实

施经济处罚等手段，倒逼企业负责人落实主

体责任，等等。

尽管各方面都在绷紧安全生产责任的

弦，但有些老大难问题依然常查常有。一些

企业建成投产多年，且不断迎来各级检查，但

重大安全隐患一直存在。这背后究竟有什么

难啃的骨头？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近年来，各

地积极打造“大应急”体系和工作机制，注重

多部门联动、全社会协同。也就是说，提升应

急处置能力、排除风险隐患，绝不只是个别部

门的事，更需要包括监管部门、生产企业和一

线劳动者等在内的多方力量共同参与，让操

作规程等各项安全生产制度切实落地落实。

等到事故发生时，再多的痛心疾首、悔不

当初，都为时已晚。把别人的事故当成自己

的教训，安全生产常抓不懈，举一反三，警钟

长鸣——在这个问题上，来不得半点马虎和

松懈。

◇泄露患者隐私无德更违法

近日，某演员生前抢救的电子病历在网上流传。目前传

播病历的涉事人员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

《福建日报》评论说，患者的病历资料既事关个人隐私，又

事关其人格尊严。医护人员将其当作炫耀资本随意扩散，已

经严重背离社会公德和职业伦理，且构成民事侵权和治安违

法。有关部门理当严肃惩戒这种恶行，以形成警示。医疗机

构也应吸取教训，探索增强保护患者隐私的办法。比如，不妨

在病历资料上打上经办人姓名水印，一旦泄露便可倒查追责。

◇变味的“公益”公平吗？

近日，浙江武义对外地人员实施积分入学政策。家长可

通过献血、捐款等方式获取积分，没有积分无法优先择校。

《成都商报》评论说，如果献血关系到子女入学，那么有多

少人是出于自愿？如此不仅扭曲了自愿献血的初衷，也歪解

了积分入学的意义。积分入学，本是优质教育资源紧张背景

下的权宜之计，是为了促进教育公平。不能利用积分入学政

策，反过来伤害了教育公平。积分入学可以搞，但什么项目纳

入积分，采用什么样的赋分标准，一定要尊重公平性原则，警

惕积分制的滥用与扩大化。

◇高校取消绩点？读懂背后的期待

近日，北京大学一学院展开试点改革，实行“等级制”的评

定方式，学生成绩将被划分为 A、B、C、D、F五个等级。

光明日报微信公众号评论说，让学生们拥有自由且独立

的权利，拥有专属自己的眼光，去挑选未来的发展领域，对应

地，大学的考核评价体系也要适度宽松、自由和多元化。比取

消绩点更重要的是学生要明确自己想要做什么。如果希望升

学，那么依然需要学好大多数的课程，如果希望顺利就业，那

么就在学好知识的同时多实习实践。对学生而言，走出象牙

塔，去认识一下未来作为“社会人”的自己还欠缺哪些素质，去

勤以补拙，也许才行之有效。 （弓长整理）

余明辉

深夜来临，一些主播转变画风——从动

作到语言，“擦边”（衣着暴露、行为挑逗等低

俗行为）的越来越多，尺度越来越大，有的主

播时不时开个“黄腔”，有的主播充分展示傲

人身材甚至内衣都一览无余。（见 12 月 15 日

《法治日报》）

在一些短视频平台，深夜是个魔幻的时

段，普通人睡了、平台人工巡检的工作人员少

了，于是“魑魅魍魉”都出来了。有的女主播

浓妆艳抹、做着性感夸张的动作，在粉丝刷着

“好喜欢，尺度再大一点”等评论的同时，不失

时机地请求“哥哥们”“家人们”点赞打赏……

显然，相关主播及其表演行为已经涉及

“软色情”。这方面，《网络主播行为规范》有

详细、明确的约束性规定。比如，网络主播应

摈弃低俗、庸俗、媚俗等低级趣味，自觉反对

流量至上、畸形审美；网络主播应当保持良好

声屏形象，表演、服饰、妆容、语言、行为、肢体

动作及画面展示等要文明得体。特别是第十

四条中规定的禁止行为就明确包括“服饰妆

容、语言行为、直播间布景等展现带有性暗

示、性挑逗的内容”。同时，我国网络安全法

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明确，平台

对于包含软色情内容的信息要进行限流，或

采取下架、删除；如果平台对此类信息不作为

甚至放任，有可能被行政处罚，甚至被追究刑

事责任。

统计显示，截至今年 6月，我国网民规模

已达 10.79 亿人，其中青少年网民数量接近 2

亿。包含软色情内容的深夜直播或短视频，

对未成年人来说显然是一种不小的诱惑甚至

毒害。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都不能放任这

种夜间主播在歧路上越走越起劲。

时下，在平台等多方强监管之下，白天时

段的失范直播行为越来越少，但深夜来临，情

况便不同了。这当中的重要原因是，夜间刷

直播间的观众少了，监督举报等也就少了，同

时，平台的人工巡检等机制也到了“人困马

乏”的时候，这些都成了主播钻空子的机会。

让深夜直播间如白天一样清朗，有赖于

平台统一监管标准和力度。作为“守门人”的

平台，既然白天能够利用技防和人防等手段

对失范直播做到有效发现并惩处，那么在深

夜其实应该也能够做到。此外，这也提示职

能部门对平台监管是否存在时段上冷热不均

的情况。事实上，某些失范直播结束后，视频

回放会长期挂在网上，如果平台和监管部门

足够履职尽责，应该不难发现。

治病究根，对症下药。面对深夜软色情

直播多发的现象，相关方面要与时俱进、有针

对性地进行无缝监督管理。比如，平台要强

化人手和技术配置，把深夜直播纳入即时和

事后重点监管范围。职能部门的监管工作也

应适应互联网特征，在 8 小时之外加强对深

夜即时直播行为及视频回放的有效核查，及

时作出相应的处理和规范。

近期，有些头部短视频平台已经加强了

对“直播健康分”的分级治理，倒逼主播规范

自身行为、提供优质内容。维护、保证网络空

间的清朗环境，任何时候，监管都不能打瞌睡。

把价值数百万元房产给“外人”带来的启示

龚先生

近日北京一小学里，一位体育
老师向班主任“借一节课”，带学生
打雪仗的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

教育不只是让孩子学习知识，
拿高分和好成绩，更要让他们关注

生命、亲近自然、涵养人文、培养审美、享受生活。一句话，
对于理想的教育而言，幸福比成功更重要，成人比成才更
关键。

一个正常、活泼的孩子，本应该去打雪仗、堆雪人，应该
学会欣赏夕阳以及所有美好的事物。启发、引导、带领孩子
去做这些，亦应是教育题中应有之义。

网友跟帖——
@可乐：为体育老师的教育

理念喝彩。

@清风：教育到底该是什么

样子，值得每一个人深思。

深夜主播越穿越少，网络监管得“醒醒”

何勇海

如今，零食流行“高学历”，“农科院

研制”“某某大学开发”成为卖点——据

12 月 17 日央视报道，近日，上海市消保

委对一款标有“东北农业大学”字样的网

红零食展开调查，然而东北农业大学回

应称，学校不开展对外生产经营工作，学

校与商品包装上所标的委托制造商和受

委托制造商没有开展过任何合作。

网红食品“傍”科研院所的名头由来

已久，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今年，上海

市消保委随机选取了 13种宣称由“农科

院、农业大学”等机构参与研发的食品并

开展调查核实，其中 5 款产品被否认有

关联。可见，零食“学历造假”并非个例。

随着人们对健康食品的需求越来越

旺盛，各类标榜健康的食品在网上的搜

索量与销量不断攀升。在很多人眼里，

农科院、农业大学研发或推荐的食品，几

乎是产品原料专用化、生产过程标准化、

加工环节规模化的代名词，符合人们对

健康和营养的需求。然而，有关方面的

多次打假，揭开了零食“学历造假”的画

皮——消费者花大价钱买到的食品，未

必真的绿色健康，有的经检测质量并不

达标。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

消费者因经营者利用虚假广告或者其他

虚假宣传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其合

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

赔偿。问题的关键是，消费者如何知晓、

辨别其中的真假？

“学历造假”的零食盛行，会损害科

研院所的公信力，消减消费者对正规健

康食品的信赖和认可，也会对其他品牌

构成不正当竞争，妨碍市场健康发展。

各地相关部门应对此类食品和广告宣传

来一场重拳整治，这是保障消费者合法

权益的需要，也是保障食品市场清朗环

境的要求。各类科研院所要积极维护自

己的声誉，对有合作关系的企业，严把质

量关，不盲目搞联合研发、贴牌生产；对

无合作关系的企业，要及时针对其相关

行为发起维权，这不仅是自我保护，也是

对消费者和市场负责。食品企业与其把

心思放在“学历造假”“装点门面”上，不

如把精力、金钱放在谋求差异化发展，放

在产品创新和品质上。

零食“学历造假”，这样的歪风必须

抓紧治。

关育兵

“同学你好，为保障你合理膳食，学校已将考研补贴打入

卡中……”据 12 月 17 日光明网报道，2024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考试进入倒计时，一则“吉林大学为千名考研贫困生悄悄

打钱”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

高校“悄悄”资助学生所包含的人文关怀，令公众感慨不

已。近年来，多所学校通过大数据等手段精准摸排需要帮助的

贫困生的经济情况，为其发放餐补——无需学生申请、不公布

名单，悄悄打进卡里；有的学校通过设立 2元爱心套餐窗口，为

困难学生发放早餐补助；有的学校为正在求职的贫困生免费发

放西装，把关怀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入冬以来，不少北方高校为

贫困生免费发放羽绒服，并且提供不同样式、尺码的选择……

追梦路上不孤单，学校永远是学生们最坚强的后盾。从

经济补助到给学生发放衣物、短信祝福等，高校的种种举动其

实藏着对学生深沉的“宠爱”。相较于以往的张榜公开、集中

发放等方式，悄悄打钱、不动声色地发衣服等正成为越来越多

学校的新做法。其中的原因也不复杂，无非是尽可能避免把

贫困生的“伤疤”展示给他人看，充分保护他们的个人隐私，呵

护其尊严。

“不动声色的资助”很暖心，但这种悄然无声背后，更要做

到精准识别，做到“有衣送寒人，有饭送饥人”。这需要学校做

出更多细致、扎实的工作。比如，吉林大学将符合标准的学生

认定为重点经济观察对象和一般经济观察对象，在开展餐食隐

性资助上，调取帮扶对象的一卡通消费轨迹及总消费金额，实

施分层次、分阶段补贴；南京理工大学则通过大数据筛选和辅

导员识别，无需学生申请，将爱心精准触达……为“悄悄给贫困

生打钱”叫好的同时，保证相关举措的公平公正性也很重要。

毕竟，此前也发生过有高校特困生购买知名电子产品“四件

套”、看千元演唱会，贫困生实名举报助学金分配不公等情况。

期待更多高校在关心、爱护、资助学生方面，越来越人性

化、精细化，让相关工作更贴心、温暖。

李英锋

2020 年，上海宝山区一名老人将价值

300 多万元的房产送给水果摊主刘先生，此

事引发关注。在老人去世后，其亲属对遗产

分配提出异议。近日，该案一审宣判，当地法

院经过审理，判决涉案房屋及房屋内财物归

水果摊主刘先生所有，并指出，应尊重被继承

人的意愿和其所享有的财产处分权，对涉案

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予以认可。（见 12 月 17
日《北京青年报》）

人们对这一案件的关注点、疑惑点在于

其中的情感问题，也在于法律问题。情感问

题关乎案件的故事性，法律问题则关乎案件

的逻辑性与公正性。老人不把财产留给亲

属，而是送给水果摊主这样的“外人”，让亲属

想不通，也让围观者感到困惑。法院给出的

答案既厘清了案件的是非，为当事人定分止

争，也具有解疑释惑、普法教育的意义。

老人把财产留给水果摊主，并不是随

便 说 说 ，而 是 提 前 履 行 了 必 要 的 法 律 程

序 。 双 方 在 2017 年 签 署 了《遗 赠 扶 养 协

议》，约定水果摊主承担老人生养死葬的义

务，老人则将其房产、银行存款及其他财产

在其去世后全部遗赠给对方。2019 年，双方

又通过公证方式签署了《意定监护协议》，老

人 指 定 水 果 摊 主 及 其 妻 子 作 为 意 定 监 护

人。根据我国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等，这样的做法是有法律依据，也遵从了法

律规定和要求的。

当然，无论是选择意定监护人，还是达成

遗赠抚养协议，都需以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

示作为生效的前提，而真实意思表示则有赖

于当事人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这也是本案

争议的焦点。尽管在 2021 年 5 月 8 日，法院

通过判决宣告该老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但 2019年公证人员公证《遗赠扶养协议》时，

对其是否具备足够和真实的意思表示能力进

行了审查，法院也认为，无证据表明其在签订

遗赠扶养协议期间处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

者无民事行为能力状态，故该协议有法律约

束力。

情感问题有情感逻辑，法律问题则有法

律逻辑。新闻中的老人在妻子、独子相继离

世后，无人照顾，与水果摊主刘先生一家共同

生活，得到了悉心照料，培育了深厚感情和彼

此间的信任。这使得老人把财产留给刘先生

一事在情感逻辑上能够自洽。在程序上合

法，在事实上说得通，法院据此作出判决。

上述案件虽是个案，但其对诸多面临或

可能面临类似情况的老年人来说，具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老年人通过意定监护以及遗赠

扶养对自己的财产做出安排，这是一种法定

权利，每个人自由处分财产的权利都应得到

尊重，司法应该为人们真实的选择和权利的

实现护航。

给贫困生悄悄打钱，
“不动声色”的呵护多多益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