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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过高摊位费遏制城市烟火气

集思录

对“吃蚯蚓式惩罚”必须处罚

微 评

画里有话

电子烟门店全国“第一罚”具有示范意义

图/王 铎 文/杨玉龙

“一趟不用跑”
让群众办事更方便

用好“限时停车位”
需下“绣花功”

社会

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为“保护青少年远离传统烟草产品和电子烟”。近
日，深圳市控烟办开展专项行动，专盯电子烟。其中，南山区某电子烟实体店内虽
然有注明“未成年人严禁使用”，但并无明显的“禁止吸烟”标识，也没有“吸烟有害
健康”警示语及举报投诉电话，被现场立案，或面临2000元罚款，这在全国也是首
例。（综合近日多家媒体报道）

控烟需要相关知识的普及，更需要对违规者敢于亮剑，依法给予处罚——这是
电子烟门店全国“第一罚”的示范意义。

□周丹平

河南郑州宣布开放早市地摊后，一些
黄金路段开始出现摊位坐地起价的现
象。健康路一开始招商时，一个摊位的费
用是每月 20元，现在是 800元。有的摊位
租赁者把摊位以 3000 元的价格转租给其
他商户，一个月轻松收入2000多元。在另
外一个街道，负责摊位租赁的工作人员
称，一个摊位每月的管理费3000元。（据和
讯网6月1日报道）

中央文明办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
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
核内容；各地纷纷为“地摊经济”松绑、助
力……在此情形下，3000元的摊位费显得
格外刺眼。

有人表示，价格的高低不同是市场调
节行为。摊位是稀缺资源，卖出高价符合

经济规律。这种观点看似理直气壮，实则
经不起推敲。

当地市民算了这样一笔账：一服装市
场的门面房10平方米，每天营业10多个小
时，物业照明空调卫生都包括，每月租金
1500元左右；一个地摊6平方米，每天营业
3小时左右，什么服务都没有，特殊天气还
不能出摊，却需要 3000 元的摊位费——
摊位费大大超过铺面租金，就算物以稀为
贵，也不能贵到如此离谱、有违常理的地
步吧？

“地摊经济”创业门槛低，失败风险
低，没有店铺租金的压力，没有太高的学
历、技能等要求。城市周边的农民，城市
里的中低收入群体和小微经营者，没有经
济实力进驻商场和写字楼，摆摊创业就成
为最现实的选择。一个个摊点，背后是一
个个鲜活的个体和家庭，维系着一个人乃

至一家子的衣食住行。“地摊经济”、小店
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
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特
别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助力“地
摊经济”发展，已成为做好“六稳”工作，落
实“六保”任务的重要切入点和有力抓手，
既能为困难群体提供兜底保障，更能释放

“地摊经济”在保障民生、促进就业、刺激
居民消费和经济恢复方面的独特优势和
巨大能量，为经济社会发展按下快进键。

摊位坐地起价，摊位费畸形上涨，看
似眼前得利，实际上增加了买卖双方的经
济负担，打击了很多人创业的热情和积极
性，制约、阻碍了“地摊经济”的发展，背离
了相关政策的本意，消解了这些政策的温
暖。报道中提到，面对高昂的费用，很多
人表达了同样的感受：跃跃欲试兴奋的心
好像被一盆冷水劈头盖脸泼下来。这种

情况下，“地摊经济”还怎么发展？其中蕴
含的独特优势和巨大能量还如何发挥？

“地摊经济”体现了城市的烟火气，也
是观察城市综合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的
重要窗口。一座现代文明城市，有光鲜亮
丽的高楼大厦，也应容得下一个个摊点，
为普通人留下一份生计和自由，也为一座
城市留下不可替代的独特记忆。

“地摊经济”更好发展，需要各地因
地制宜，增加摊位供给，也需要加强监管
和引导，打击趁机炒高价、倒手转租等投
机行为。这样，就能让城市的烟火气更
足，人情味
更 浓 ，为

“城市让生
活更美好”
作 出 有 力
注解。

□杨玉龙

近日，杭州市拱墅区叶青兜路路边出现了 4 个连在
一起、被涂成绿色的停车位，上面标注“限时 20 分钟”。
交警部门回应称，这几个“绿车位”是最新推出的“限时停
车位”，用于缓解短时停车难题，前期主要集中设在医院、
菜场、学校附近。（据《都市快报》微信公号6月2日报道）

“限时停车位”不仅给杭州市民临时停车带来便利、
缓解了城市“停车难”问题，也有效减少了乱停违停现象、
降低了道路交通安全风险，是贴心、暖心的人性化之举。

然而，对“限时停车位”，城市管理者不应只满足于设
立，更应在“用好”上下功夫。如何既保障市民使用停车
位的权利，又对一些违规超时行为进行精准执法管理，确
保“需者有所用”，提高停车位的使用效率，同样亟待有关
部门解决。

城市管理工作就得像绣花一样，既求精细，又求精准，
才能使市民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其他地方不妨学习借
鉴杭州的做法，并在探索中不断加以完善，多规划一些“限
时停车位”，让市民告别“怎一个难字了得”的停车窘境。

□许君强

近日，福州市公安局在全市推广无犯罪记录证明网
上办理业务——市民在线申请办理无犯罪记录证明，填
写申请信息后，选择快递送证上门，足不出户即可完成办
理，实现“一趟不用跑”。（据澎湃新闻网6月1日报道）

为切实有效解决群众办事难问题，畅通群众办事“最
后一公里”，近年来，有关部门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
务”工作，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通过“最多跑一次”
改革，许多事项实现了一次办结，群众满意度明显提高。

然而，由于行政服务窗口的工作时间和群众的工作
时间基本重合，即便是“跑一次”，人们也不得不在工作日
请假前去办事，这又成为群众办事过程的新痛点。能不
能“一趟不用跑”把事办了？福州市做实做细“有事网上
办”便民服务配套工作，将办理无犯罪记录证明事项的全
过程都放到网上，纸质证书直接快递到群众家，实现了办
事全过程群众“不跑路”，给群众带去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群众的痛点，就是工作的重点。“一趟不用跑”之所以
取得良好效果，最重要的是它始终紧盯群众需求，想群众
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工作做到了群众的心里。期待
各地不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推出更多惠民便民利民的
创新举措。

□贾梦宇

近日，一位网友在网络上曝出贵州省
毕节市一家装饰公司为惩罚业绩不达标
的员工，让员工生吃蚯蚓和泥鳅的视频。6
月2日，毕节警方发布警情通报，该公司两
名责任人被处行政拘留5日。（据澎湃新闻
网6月2日报道）

视频画面显示，现场多位身穿红色上
衣的员工一手拿着蚯蚓，一手拿着矿泉水，
伴随着画外音喊“3、2、1”的口号后，当众生
吞蚯蚓……自5月4日以来，类似的“大冒
险”活动，在该公司不时上演，先后有多名
未完成工作目标的员工受到罚款、喝生鸡
蛋、做深蹲、做俯卧撑、扫厕所等惩罚。

近年来，因员工没有完成业绩，或为
鼓舞士气，一些公司开展的奇葩“励志”活
动，让人大跌眼镜。早有贵州遵义一家装修
公司罚员工吃虫子、喝尿；还有沈阳某公司
2名员工雨夜当街爬行，用跪爬来惩罚“激
励”自己等。虽说这些所谓“励志”“狼性”的
企业文化行为已经饱受诟病，但仍不时出
现，究其原因，是因为一些企业对这些“励
志”行为的盲目推崇，更重要的是，企业罚

员工生吃蚯蚓之类行为的违法成本过低。
比如，《劳动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有

侮辱、体罚、殴打、非法搜查和拘禁劳动者的
行为，由公安机关对责任人员处以十五日以
下拘留、罚款或者警告；构成犯罪的，对责任
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现实中，相关部
门对涉事企业以及企业管理者往往只是训
诫、批评教育了之，对企业以及企业管理者
起不到震慑和警示作用。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发展
的动力之源。企业要走向成功确实需要打
造属于自己的企业文化，但这种企业文化
必须是健康、积极、向上的。毕竟，无论通
过何种励志行为来激发员工的进取心，都
应该考虑到员工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
否则，违背了公序良俗和法律底线的奇葩
惩罚，即使初衷再好，也应禁止。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许多
企业的“日子”不太好过。越是在困难之
时，越是需要企业与员工团结一心、共克
时艰。如果企业管理者任性而为，不把法
律法规和员工权益当回事，企业注定不会
走得太远。因此，对“有毒”的企业文化必
须说“不”，对“吃蚯蚓式惩罚”必须处罚。

疫情带来“超长假期”也带来更多“小眼镜”，专家呼吁——

预防近视，从“眼前事”做起
5月31日上午，石家庄市民王女士带着上

四年级的孩子，来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眼科门诊。

“一开始是发现她怎么喜欢眯着眼看电
视，最近老说眼睛不舒服。”王女士告诉记者，
孩子在家听课、做作业、交作业都是在手机上
进行。学习之余，孩子还会拿着手机再玩会
儿，有时候一天对着电子屏幕的时间高达 10
个小时。

在眼科就诊的人群里，记者看到，中小学
生占相当一部分，有的甚至是年龄更小、还在

上幼儿园的孩子。
验光室外，三岁多的乐乐正在爸爸陪

伴下等待验光。乐乐爸爸手里捏着一小沓
纸——门诊病历本、导诊单、快速散瞳验光点
药说明。“有时候忙起来，就把手机给孩子，动
画片一看好几集。”乐乐爸爸表示有点后悔，

“电子保姆”哄孩子虽然管用，但对孩子视力
健康伤害不小，之前只是散光，现在估计有点
近视了。

过度使用电子产品是目前眼健康的一大
威胁。河北医大二院眼科主任医师郭秀瑾介

绍，不注意用眼习惯，很容易对眼睛造成伤
害。特别是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眨眼频率
与正常情况相比减少，容易出现眼睛疲劳、眼
干等问题。

“当然，家长如果发现孩子有视力模糊
的情况，先不要惊慌，首先到专业的眼科医
院进行散瞳验光。调节性近视，经过适当休
息后可以恢复，但如果确诊近视，就是不可
逆的，需要通过配戴眼镜等手段矫正视力，
控制度数增长。”郭秀瑾提醒，如果该戴眼镜
而不戴，有时反而会加重近视度数。同时，
不恰当的近视矫正行为可能对孩子造成更
严重的危害。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淑会）记者从省卫生健康委获
悉，2019年，省卫生健康委、省疾控中心组织开展了我省
青少年烟草流行调查。我省青少年尝试吸烟者占比
19.3%，现在吸烟者占比6.7%。

此次调查结果还显示：我省青少年经常吸烟者占比
1.8%，现在使用电子烟者占比 3.4%，现在吸烟者中想要
戒烟的比例为 66.7%，现在吸烟者中曾经接受过有组织
的戒烟活动或专业人员戒烟建议的比例为5.9%，在家暴
露于二手烟的比例为 37.5%，看到有人在学校建筑物内
或者校园内吸烟的学生比例为 51.0%，现在吸烟者中在
购买机制卷烟时未因年龄小而被拒绝的比例为 68.4%，
在电视、视频或者电影上看到吸烟镜头的比例为55.7%。

从调查结果看，我省无烟学校等青少年无烟环境建
设需要进一步加强，在法律监管以及影视环境净化等方
面还存在漏洞和不足，无烟家庭建设任务艰巨。对此，我
省控烟行动明确提出，将创建无烟家庭，教育未成年人不
吸烟，积极为青少年营造远离烟草的环境，将烟草危害和
二手烟危害等控烟相关知识纳入中小学生健康教育课
程。加大对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草产品
行为的执法力度。将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向未成年人出售
烟草产品的商家、发布烟草广告的企业和商家，纳入社会
诚信体系“黑名单”。

河北日报讯（记者卢旭东）近日，石家庄市检察院、市
妇联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合作机制的
通知》，明确提出加强案件线索共享、推进“一站式”办案
等措施，推动建立妇女儿童权益保护联动机制。

按照通知要求，妇联组织发现妇女儿童被家暴、性
侵或者民事、行政合法权益被侵害的线索或涉检来信来
访的，将及时将相关线索、材料移送所在地检察院。在
联合实施救助时，将采用心理辅导、经济帮扶、家庭教育
指导等多种形式开展救助工作，同时建立“接受救助人
员信息库”，实施动态监测，确保救助对象得到及时有效
救助。检察机关推动建设未成年人检察“一站式”取证
救助办案中心，实现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提前介入，提
高一次询问比例，避免和减少二次伤害。妇联组织参与
对未成年被害人心理疏导及心理抚慰工作，帮助被害人
尽快走出心理阴影。检察机关、妇联组织将共同聚焦农
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特殊群体，建立帮扶档案，提供
身心康复、生活安置、复学就业、法律支持等多元综合救
助。检察机关、妇联组织将联合相关部门从案前、案中、
案后三个环节，全方位维护遭受性侵未成年被害人的合
法权益和身心健康，为其提供司法、医疗、社会等方面的
关爱和救助。

石家庄建立涉案未成年人
司法保护联动机制

我省青少年烟草流行调查结果发布

青少年吸烟者占比6.7%

□河北日报记者 桑 珊

在经历了四个
多月的“超长假期”
后，我省中小学校陆
续开始复学复课。
记者了解到，随着开
学的来临，给孩子检
查视力、配眼镜现象
明显增多。

青少年的眼健
康问题，一直是社会
关注的热点。特别
是今年受疫情影响，
中小学生居家学习
不可避免地增长了
使用电子产品的时
间，更加引发了家长
对孩子视力问题的
担忧。在第25个全
国“爱眼日”来临之
际，记者就如何预防
近视采访了有关
专家。

预防近视，首先要了解近视形成的原
因。郭秀瑾表示，诱发近视的因素包括环境、
遗传、营养等，但环境因素的作用更显著。“近
视本质可以理解为眼轴长度过度增长。”

据介绍，眼睛和身体其他器官一样，出生
时并未发育成熟，眼球较小、眼轴短，眼轴长
度随着年龄增长不断生长发育，在3至5岁时
相对稳定，青春期后发育正常。

“视力发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
过度用眼，就会加速眼轴变长，并发展为近
视，而且度数会越来越高。”郭秀瑾认为，6 岁
以下是孩子视觉发育的关键期，应当尤其重
视孩子早期视力保护与健康，应尽量避免使
用手机和电脑。

随着电子产品使用逐渐低龄化、经常化，
儿童、青少年眼健康问题
日益凸显。科学有效预防

近视，要从日常点点滴滴的“眼前事”着手做
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控制用眼距离和时间。

“学习中保持正确读写姿势很重要。”郭
秀瑾提示，视屏写作业时，也应做好“一尺、一
拳、一寸”，即眼睛距离屏幕约一尺（约 30 厘
米），身体距离书桌约一拳，握笔手指距离笔
尖约一寸，不要躺在床上或沙发上抱着屏幕
学习。

据了解，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日前发布
的《儿童青少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近视预防
指引》中，也作了明确的提醒：对屏学习时应
尽可能选择大屏幕电子产品，优先选择投影
仪、电视，如果没有，再选择笔记本电脑、平板
电脑、手机，使用投影仪时，观看距离应在3米
以上；使用电视时，观看距离应在屏幕对角线
距离的 4倍以上；使用电脑时，观看距离应在
50厘米（约一臂长）以上。

此外，合理安排学习时间，电子产品学习
时间不宜过长，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

“连续视屏学习时间 20-30分钟，至少活
动性休息10分钟，非常有必要。”郭秀瑾解释，
让眼睛休息一下能够放松睫状肌、减缓眼疲
劳，还可以减缓大脑的疲劳、提高学习效率、
缓解紧张情绪。10 分钟时间里，可以选择室
内走动、做体操、下蹲运动、仰卧起坐等，或是
清洁双手后做眼保健操。也可使用方便记忆
的“20-20-20法则”，每次近距离用眼20分钟
眺望 20英尺（即 6米）远处不少于 20秒钟，缓
解眼睛的疲劳。

郭秀瑾提醒，家长发现孩子眼睛出现干
涩，有异物感、烧灼感、痒感、畏光、眼红、眼痛
等症状时，应停止视屏行为，及时去医院就
诊。“近视虽不能治愈，但应尽早发现，及时进
行控制，避免发展成高度近视。高度近视作
为致盲性眼病之一，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
并发症。”

良好用眼习惯，
很 难 靠 孩 子 自 觉 养
成。家长在积极帮助
孩子调整读写姿势、
合理安排用眼时间的
同时，还要在日常生
活方式上做出改变。

“保证充足睡眠
和均衡营养是眼部健
康的基础。”郭秀瑾建
议，小学生每天睡眠
时间要达到 10 小时，

初中生 9小时，高中生 8小时。眼睛同样需要
营养，营养均衡有益于眼睛的健康，多吃蔬菜
水果，适量摄入维生素有益于预防近视发生。

同时，研究证明户外活动能缓解眼部疲
劳，有效预防近视。

“提倡户外运动的关键是要‘目浴’阳光，
适宜的阳光可以促进分泌多巴胺，而研究显示
多巴胺能有效预防近视。同时，运动中眼睛的
睫状肌会自动调节，去看不同距离的东西，远
近交替用眼过程中缓解了视觉疲劳。”郭秀瑾

说，儿童、青少年每天应该保证2个小时的阳
光下户外运动。

6月1日起，我省各中小学校陆续返校复
课。对于复学后学校的近视预防，郭秀瑾建
议，尽快恢复上下午课间眼保健操制度，及时
调整课桌椅，增加自然光条件下户外活动。
做眼保健操前彻底清洁双手，或是选用不接
触眼部的“眼放松操”“爱眼操”。“眼睛是心灵
的窗口，家校要注意培养孩子眼健康意识，科
学用眼，保护眼睛。”郭秀瑾说。

居家学习学生用眼健康问题突出

预防近视从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开始

睡足吃好多运动也能预防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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