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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好便民市场这个民生窗口
文/徐剑锋

近日，许多环卫工人向本报反映，从今年
2月份开始，他们的工资就停发了。每个月1900
元的工资本来就不高，一连停发3个月，这让
在呼和浩特市城环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城环公司）工作的环卫工人有些吃
不消。（5月28日《北方新报》）

环卫工人工资迟发为哪般？
文/杨玉明

大家都知道，环卫工人作为“城市美容师”，每天

起早贪黑搞好城市环境卫生，从业人员多为年纪较大

无其他专长的大爷、大妈，居住环境简陋，工资待遇不

高，却从事苦、脏的活儿，他们凭自己辛勤劳动得到应

有报酬无可非议。可不知什么原因，这些环卫工人已

经连续3个月没有拿到工资，要知道每月工资是他们

养家糊口的，拖欠这么长时间工资必然影响他们正常

生活开支。

如今通过记者调查，城环公司终于开始发工资

了，不过只补发了一个月，还有3个月工资拖欠。我

们不知道城环公司迟发公司为哪般？是因为这一段

资金紧张，还是将环卫工人工资挪作他用，以及其

他特殊情况，希望城环公司能够公布真相，不能一

味藏着躲着。即使单位资金暂时有特殊困难，也应

及时告知环卫工人耐心等待，相信环卫工人能够支

持和理解同单位一起共渡难关，“上下同心，其利断

金”。

拖欠工资太不应该！
文/山 歌

欠薪事件并不罕见，但这起有其特殊之处———被

拖欠工资的是环卫工人，因此更为引人关注。环卫工

人是城市的美容师，他们风里来雨里去，不仅日夜辛

劳，还面临着一定的职业风险，不时发生的“环卫工遭

遇车祸”新闻就是明证。此外，这部分人群还有显著的

两个特征：工资不高，岁数不小。因为多为基层老龄劳

动者，尽管工资微薄，他们也格外看重这份工作，籍此

维持生活。所以，工资停发3个月，对他们而言，负面影

响非同小可。不仅是造成生活上的困顿，也给精神上

带来恐慌。

其实环卫工人任劳任怨，很容易满足，按时领到

工资就很开心。如果连这种基本的回报都无法保证，

幸福感、安全感从何谈起？环卫工人属于公共服务行

业，为城市干活，为群众服务。这种职业性质，加之他

们身份的特殊性，政府以及所属单位，应当保证按时、

足额发放他们的工资，这既是对劳动者应有的尊重，

更隐含着对他们关爱的态度。

2018年，赛罕区计划
新建10处便民市场，截至
目前已建成3处。（5月28日
《北方新报》）

我们常说，“饭碗虽小，

却盛着民意；菜篮虽小，却连

着民心”。市场环境好不好、

菜品优不优，直接关乎老百

姓的日常生活。首府加快便

民市场建设，给老百姓带来

的实惠“看得见、摸得着”。

让便民市场靓起来，

打造便民、利民、舒适、整

洁的购物环境，既要算经

济账，更要算民生账。其

实，这几年我们在管理便

民市场上，并不是没有政

策依据，也不缺教育引导，

问题在于缺乏执行力，没

有将管理规定落实到行动

上，把诚信经营、守法经营

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当务

之急必须纳入民生考核，

走出“说在嘴上，写在纸

上，挂在墙上”的怪圈，定

岗定责，做到有人管事、会

管事、能管事，并通过社会

监督等途径，真正让管理

办法落地落细落实，这才

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展开来讲，要让老百姓

买菜成为一种生活享受，还

应在便民市场的“货”上下

功夫。一方面要货源充足，

围绕老百姓之所需、所选，

提前做好产销对接的准备，

物好货色，备足货源，提供

价廉物美的商品；另一方面

要货真价实，在保证质量、

提升品质上下功夫，千万不

能以次充好，否则到头来只

会“自搬石头自砸脚”。

一言以蔽之，把便民市

场建设管理这篇“民生文

章”做深做透，是民之所盼，

必须纳入“菜篮子工程”统

筹兼顾、持续发力，真正打

造一扇“最草根”“最接地

气”的文明展示窗口。

评论投稿信箱：

bfxbbtxw@163.com，

请注明“本土声音投稿”。

5月25日，记者从呼和
浩特市环卫局2017年度

“环卫杯”表彰暨环境卫生
整治现场观摩会上了解
到，2018年，首府将完成城
区50%的公共机构和45个
社区的垃圾分类工作，道
路机械化作业率达到85%
以上。（5月28日《北方新
报》）

垃圾分类管理工作是

一项系统而长期的社会工

程，顺利推进垃圾分类需

要做大量细致而具体的工

作，这其中，政府和市民都

落实责任，是垃圾分类至

关重要一环。落实责任就

要明确细分责任，明确责

任细分不能说说而已，需

要制度法规予以明确。

垃圾分类工作的实施

过程，就是法律法规不断

完善的过程，公民环保教

育日渐加深的过程。完善

的法律法规不仅是保障垃

圾分类工作有序推进的基

础，也是约束政府和民众

行为的有效保障。而这样

的约束又是最直观、有效

的公民环保教育，在潜移

默化中，公民的垃圾分类

自觉意识随之提升。

这是一个环环相扣、

循序渐进的过程，互为影

响，不可分割。换言之，若

想垃圾分类工作顺利推

进，必须有法规制度“护

航”，法规制度制定的越详

细、越具有可操作性，垃圾

分类工作推进的就越快。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法

律法规的不断完善，还是

公民垃圾分类自觉意识的

不断提升，都不可能一蹴

而就，必将是一个在实践

中不断改进的长期过程。

正因此，垃圾分类需要

当作一项重大民生问题来

抓落实，更需要久久为功。

戒烟药物纳入医保
值得点赞

文/燕 农

在医保资金的使用效

率上，将戒烟药物纳入医

保所需的费用，或许比治

疗因吸烟与被动吸二手烟

所导致的疾病所需费用，

要少得多。

日前，深圳市启动“无

烟城市”项目，拟在2020年

前，将15岁以上人群吸烟

率维持在20%以下。根据

《深圳市建设“无烟城市”

实施方案》，今年12月前，

各区人民医院要全部开设

规范的戒烟门诊，所有社

康中心普及简短戒烟干预

服务。同时，该《方案》还提

及深圳要探索将戒烟药物

纳入医保目录。

近年来，吸烟作为重

要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健

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关

注，多项控烟、禁烟规定陆

续出台。虽然越来越多的

业内共识在支持“戒烟药

物纳入医保”，但争议也未

曾停止过。

但应该明确的是，按

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

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病，

有专属的国际疾病分类编

码。这是医学界以专业方

法介入戒烟、控烟的前提

基础。

在医保资金的使用效

率上，将戒烟药物纳入医

保所需的费用，或许比治

疗因吸烟与被动吸二手烟

所导致的疾病所需费用，

要少得多———而这些疾病

的治疗，基本都在医保报

销的范畴之内。换言之，将

戒烟药物纳入医保，在某

种意义上或许是在节约医

保资金。以此出发，深圳市

的相关探索是值得肯定

的。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近日，有网友发帖称，邯郸
市冀南新区辛庄营小学投
入使用仅1年多，操场被捣
毁，改作稻田。如今，该小学
的操场和围墙已被拆除。对
此，邯郸市冀南新区国土资
源局回应称：学校操场系基

本农田，必须复耕。
胡欣红评论说：新建

不到两年的操场，竟被拆掉

改作稻田。学校操场的建设

不是农户在自家大院里开

辟一片平地，而是经过了严

格审批。据冀南新区有关人

士称，辛庄营小学于2016年

10月1日后划到冀南新区，

此前属于磁县管辖范围。农

田性质会否随着行政管辖

层面的变化而变，我们不清

楚。但考虑到学校已建成，

就这么将操场捣毁，让学生

“不能上体育课，课间也没

有活动空间”，显然不合适。

或许利用耕地占补平衡去

更周全地解决问题，才是更

优的方案。无论如何，处理

这类事情不该殃及学生。

◎◎网友发言

◎◎头条锐评

新操场改作稻田 该考虑孩子感受

◎◎微评

垃圾分类更需责任细分
文/孙维国 画/沈海涛

◎◎画里话外

◎◎观点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