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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禁止中小学生
用智能手机是矫枉过正

非常道

对生二孩家庭给予奖励？
国家卫健委：需进一步研究

针对网友建议中提出的“关于探索和实施

鼓励生育二孩制度”内容，卫健委答复称，“您

关于对符合条件并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奖励

的建议，反映不少家庭现实的呼声。采取经济

手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很多家庭的经济

顾虑和压力，刺激生育意愿。但能否直接给予

二孩家庭奖励，仍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测算和

政策论证。” @新浪财经

随着智能手机在未成年

人群体中的普及,不少学生对

手机越来越依恋,不仅对视力

不好,还消耗精力,扰乱课堂

秩序。智能手机的校园管理

已成为中小学校普遍性难题。如何

破解？海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

学学院院长赵志忠建议,尽快立法禁

止 16 岁以下中小学生使用智能手

机。（2月12日《法制日报》）

为了将中小学生从智能手机中

“解救”出来，建议以立法手段全面禁

止 16 岁以下中小学生使用智能手

机。这在笔者看来，是矫枉过正的做

法，属于馊主意，也不具有可操作

性。道理很简单，只要父母不反对、

不管束，中小学生在家里使用父母的

智能手机，那么监管部门就根本没有

办法管理和制止，只能任由中小学生

在家中使用智能手机。从这个角度

说，全面禁止中小学生使用智能手机

不具有可操作性。

再者，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谁都

不能脱离移动互联生活，也离不开智

能手机。因为中小学生特别是留守儿

童需要通过智能手机叫外卖、网购

等，不只是玩手机游戏。而且，越来

越多的手机 APP 进入校园，中小学生

完成家庭作业、接受在线教育等，均

需要通过使用智能手机登录手机APP

操作。尤其是随着教育部门对校园培

训机构进行治理之后，不少中小学生

转向接受在线课程培训。

事实上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

本身并不是洪水猛兽，关键还是要

引导中小学生正确认识移动互联网

和使用智能手机，让中小学生科学

使用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真正

发 挥 移 动 互 联 网 和 智 能 手 机 的 益

处，而不是直接禁止中小学生使用

智能手机。一方面，严禁学生在校

园里、课堂上使用手机。另一方面，

家长要尽到监护责任，监督孩子使

用手机，严格限制孩子使用手机的

时间和用途，防范孩子长时间使用

手 机 和 使 用 手 机 玩 不 适 宜 玩 的 内

容。同时，网络游戏平台要对未成

年玩家设置“防火墙”，限制未成年

玩家玩网络游戏。

□ 张立美

“72户贫困户仅4户是真的”
别把扶贫搞成生意

□郭元鹏

“低温津贴”何以难落地
□ 钱夙伟

时事乱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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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冷评

傍晚是最佳燃脂时段

哈佛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经过试验后发

现，无论人们饮食、睡眠模式如何，新陈代谢率

都保持同步，下午晚些时候及傍晚时，热量消

耗达到峰值。傍晚时段人体每小时会额外消

耗 0.02 千焦热量（大约相当于 0.5 克脂肪），比

凌晨4~6时约多出10%。 @生命时报

《安徽画报》微信

“薛寨村在新班子上任之前评定

的 72 户贫困户中，有 68 户是错评，只

有 4 户是真正的贫困户。低保户 146

户大部分是买卖得来的。”日前，媒体

披露了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葛店乡薛

寨村以往在扶贫领域中的乱象——

“贫困户靠关系，低保靠买卖”。基层

扶贫领域中的这类“潜规则”，在不同

地区均有不同程度体现。（2月12日

《中国纪检监察报》）

今年的春节晚会上有一个小品，

一个村主任经常雇佣村民“演戏给领

导看”，只有“演戏给领导看”，才能给

批低保，才能给发补助。这暴露的其

实就是权力运行的不够透明问题。谁

是贫困户，谁是低保户，谁该被救

济？最终的结果并不是透明的。而按

照有关规定，确定贫困户、低保户是

需要张榜公布的，如果坚持张榜公

布，将名单放在阳光下，还会有“72户

贫困户仅4户是真的”的现象吗？

我们常说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随着反腐倡廉的不断深入，很多权力

关进了笼子里。但是，就农村基层的

一些情况来看，这些地方出现了“山

高皇帝远”的现象。基层的村组干部

就是土皇帝，他们一言九鼎。村组干

部的权力需要实现全覆盖的监督。

这起事件的核心点在于“贫困户

靠关系，低保靠买卖”。也就是说，是

不是能当上贫困户，要看你的关系够

不够硬，你和村组干部有关系，那么

就能成为贫困户，你如果没有过硬的

关系，即便是贫困户也当不上贫困

户。而低保的问题则更加严重了，完

全依靠买卖。想当低保户，一些群众

只能“花钱去买”。贫困户、低保户的

认定成为了一场买卖，成为了一种生

意。这也正好印证了“开着宝马的贫

困户”“用着苹果手机的低保户”的尴

尬。

扶贫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国家拿

出这么多钱开展扶贫工作，这些钱就

这样被蛀虫们贪吃了，伤害的不仅是

扶贫资金，还伤害了百姓的心。严厉

追责是必须的，然而提升审批等级，

确保不再出现“真假贫困户”的纠结，

更是该做的事情。

春节期间，多地开启低温冷冻模式。北京

风力不减，光秃秃的树枝在冷风中摇曳。为保

证社会生活正常运转，不少户外劳动者仍坚守

岗位。而记者调查发现，与之尴尬的现实是，

包括环卫工、装配工、园林绿化工等户外劳动

者表示从没享受过低温津贴，很多人甚至没听

说过这份津贴。（2月12日《工人日报》）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3月1日正式

施行的《最低工资规定》中提到了“低温津贴”：

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应

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在剔除中班、夜班、高温、

低温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后，不得低

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然而，当“高温津贴”惠

及越来越多劳动者的时候，在低温下坚持工作

的劳动者却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现实：“低

温津贴”很少被提起，许多劳动者的低温保护

状况就像北方的冬天一样“冷”。

“低温津贴”相对于“高温津贴”的“冷”，是

因为“高温津贴”是国家强制性规定，早在2012

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卫生部、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就正式公布实施《防暑降

温措施管理办法》，明确了企业的责任，劳动者

高温维权也有正式规定可依。而“低温津贴”

目前有关低温劳保的政策尚不明确统一。

另一方面，有关职能部门对于“低温津贴”

的规定，也失之于宣传。而因为不像“高温津

贴”那样有明确的监管和执法依据，当然也就

更没有相应的配套落实措施。于不少非公企

业的老板，“高温津贴”尚且能少发就少发，能

不发就不发，于“低温津贴”，既可以“企业自主

确定”，又不受监管，即使知道有这样一个规

定，也乐得揣着明白装糊涂。

有专家认为，我国冬季气温差别很大，不

太可能就低温劳动保护制定全国统一的法律

法规或规章制度。各地应依据劳动法精神，制

定地方性法规或规章制度，对“低温”的判断标

准、津贴的发放条件、企业拖欠津贴的法律责

任等事项作出明确规定。高温之外，关注低温

下的劳动保护，是文明社会的必然要求，应该

提上有关方面的议事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