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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三句话送给高考中的你

高考开始了，求知路上所有的积淀

都将蓄力而发。我们把这三句话送给

你，愿你不留遗憾，不畏考验，自信奔向

山高海阔的未来。①人生不是一定会

赢，但一定要努力去拼；②有风有雨是

人生的常态，迎难而上才能逆风翻盘；

③高考不过成长一仗，人生还有很多可

能。少年们，加油！

@人民日报

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不能再等了
■ 吴学安

作为社保“第六险”的长期护理保险正

加速铺开。北京市年初确定今年全面推行

长期护理保险，将试点从石景山区推向全

市。日前，北京市医疗保障局正式批复同

意海淀区在全市扩大试点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前，先行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失能和需求

评估试点测试相关工作。（6月7日《北京

青年报》）

长期护理险是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

重要制度安排。此前，中国银保监会发布

《关于规范保险公司参与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试点服务的通知》强调，推动保险业做好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服务工作，规范保

险公司经营服务行为，推动行业发挥专业

优势参与社会治理。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社会

抚养负担越来越重，尤其是失能人员家庭，

长期照护的事务和经济负担较重。但中国

目前还没有建立一个类似发达国家“长期

护理险制度”这样的支付保障体系，国内普

遍存在老人住养老院支付能力弱的问题。

在急剧扩张的老年人群中，失能、半失能老

人这一群体的数量在进一步增多，加之由

于疾病、意外带来的护理需求，失能和半失

能老人对长期护理的需求量非常大。

形势逼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一

刻也不能耽误。一方面，要抓好顶层设计，

制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全民参保计划。

建立政府、企业、个人多方共同出资“三源

合一”的筹资机制，让保险缴费成为长期护

理保险主要的、可靠的资金来源。另一方

面，引导保险公司以客户的需求为导向，根

据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制定多样化的保险

产品，吸引公众参与。

毋庸讳言，长期护理险制度既有利于

保障失能人员生活质量和生命尊严，也有

利于养老服务体系、护理服务体系的持续

健康和更有前途的发展。因此，加大财政

投入力度，针对特殊人群，重点为城乡的

“三无”老人、低收入老人，经济困难的失

能、半失能老人，失独老人等提供参保长期

护理险补助就成为必应之义。

这5类人更招引蚊子

夏天来了，哪些人更招蚊子？①二

氧化碳呼出比例较高的人群，蚊子在50

米外就可以感知到他们；②基础代谢率

较高的人群，容易出汗会吸引蚊子；③大

量饮用啤酒后，汗液中含有酒精、乙醇等

物质会吸引蚊子；④孕产妇更要注意防

蚊；⑤穿着深颜色衣服的人群。

@央视网

热点冷评 保护未成年人免遭文身“刺痛” ■ 史洪举

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 6 日印发《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办法》，

要求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

提供文身服务，不得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

人文身。（6月7日《新华每日电讯》）

近年来，文身成了很多年轻人的时尚，甚

至出现低龄化现象，特别是一些在校生或未成

年人也加入了文身大军。而这种图案奇特的

文身显然是对未成年人有害无益的伤害行为，

也是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不良行为。故

相关部门以及全社会有必要行动起来，形成合

力，保护未成年人免遭文身“刺痛”。

可以说，在绝大多数具有正常生活经验

和朴素善良认知的人看来，文身都不算是好

现象。如果一个人露出图形奇特的文身招摇

过市，无疑会招致很多人的侧目和议论，将其

归入另类而敬而远之。但是，对于心智尚未

成熟，是非判断能力较差，好奇心较强，正处

于叛逆期的未成年人来说，文身不仅不算什

么事，反而是其“美化”自我的噱头。

殊不知，文身一时爽，

遗憾伴终身。当前的社会

环境下，文身属于特殊癖

好，且成为很多行业的禁

止性入职门槛。如入伍、

公职人员招录、警察招录

等多数行业都限制招录文

身人员。那么，在文身成

为负面标签，只会给未成

年人带来不利影响的背景

下，任何人都不应该向未

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

梳理《未成年人文身

治理工作办法》可知，该规

定几乎赋予了所有涉及未

成年人文身的主管部门相关权力，并规定其

相关义务。

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不是某个人的事

情，而是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社会成员的共

同责任。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既

具有合理性，也具有必要性，更具有紧迫性。

故相关部门理当积极作为，充分发挥自身职

责，彻底有效清理面向未成年人的文身服

务，进而保护未成年人自觉远离文身，免遭无

知之下带来的文身伤害。

护身法宝 ■ 王恒/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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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第一天，北京

通州一名考生忘带准考

证，家长求助民警后，得

以第一时间转交，并未

耽 误 考 试 。（6 月 7 日

《北京青年报》）

每年高考前，无论是

学校的老师还是媒体，都会提醒“注意事

项”，“不要忘记带准考证、身份证”恐怕叮嘱

了 N 遍，然而，仍然会有“马大哈”同学重复

去年的故事。2022 年的高考与众不同，报考

人数再次创新高，受疫情影响，临近高考许

多学生仍在家上网课，内心焦虑、紧张，要比

往年多。考生这么多，出现几个“马大哈”也

很正常。其实，只要事先做好应急预案，高

考中的这些“小意外”是可以接得住的。

高考是每个考生人生中最重要的事，都

会认真对待。但再认真，也有可能出现差

错。基于以往的经验，许多地方早就做好了

应急预案，很多人早就在待命，就是要为那

些“马大哈”解决问题的。这体现了温暖，也

是一种善。

每年出现的高考“意外”几乎是雷同的，

比如忘记带准考证、身份证，或是走错考

场。要赶在考生进入考场前将问题解决好，

这是最大的难度。有的地方拿出的举措相当

人性化：可以先进入考场，可以先考试，然后

找准考证。至于身份证丢了或是过期了，也

是“特事特办”，在极短的时间内办好。不

过，解决问题如果仅停留于此，是不够的。

据报道，今年为了便捷考生，浙江省利用大

数据优化信息查验方式，考生进入考点首次

实行“一屏通览，快速通过”，即考生刷身份

证，一屏同时出现本人准考证、健康码、行程

信息、疫苗接种信息、核酸检测信息等“五码

合一”，部分考点还可同时查验体温即“六码

合一”。一些省份试点“刷脸”技术进考场，

那么，即便是准考证忘记带了，也能够顺利

进入考场，同时，还能节省一些时间，防疫和

高考两不误。

只要高考在，高考的“意外”就不会消

失，唯有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应变能力，自

始至终做到以学生为本，不管出现什么样的

“意外”，都可以做到不让考生耽误考试。这

才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值得点赞的。

接得住高考的“意外”也是一种善
■ 王军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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