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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评

三江热议

疫情面前人人平等，志愿者怼得漂亮
何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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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子想进某封闭小区，
拒不填写身份证号，值守的志
愿者不放行，女子打电话给

“卢书记”。“卢书记”要求志
愿者“简单登记”下放行，再
遭硬刚拒绝。1月 14日晚，
大连市纪委监委通报，称涉
事女子为金普新区友谊街道
办事处副主任王琛明，卢书
记为金普新区友谊街道康乐
社区党委副书记卢宪宝，网络
反映问题属实。王琛明受到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职处
理，卢宪宝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

1月15日澎湃新闻

执 勤 的 志 愿 者 怼 得 漂
亮！为你们坚持原则点赞！

从法律角度说，不配合疫
情防控措施，打电话找关系，
扰乱了公共秩序，属于寻衅滋
事行为。社区党委副书记向
志愿者施压，为不配合疫情防
控措施的街道办副主任说情

开后门，本质上是渎职行为。
在经历过去年的疫情灾

难后，在大连市民、党员干部、
志愿者做出巨大牺牲才刚刚
取得疫情防控阶段性成效的
关键当口，竟然发生街道办副
主任不配合疫情防控措施，耗
费时间给社区党委副书记打
电话“找关系”的闹剧，毫无责
任担当意识，骨子里的“官本
位”思想太过离谱，害人不
浅。大道理不用多说，街道办
副主任如果像普通居民一样
老老实实填表登记，事情早就
办好了，却为了抖威风，当官
老爷，选择给社区党委副书记
打电话“找关系”，不仅耗费大
量时间，还让自己在全国人民
面前丢人现眼，实在是令人无
语。

事实上，从疫情防控角度
说，不管是街道办副主任不配
合疫情防控措施，还是社区党
委副书记为街道办副主任说
情开后门，都是非常严重问

题。病毒没有长眼睛，不认
人，而社区则是疫情防控的第
一道防线，能否把社区防住、
守牢，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事关疫情防控大局。如果
领导干部享有特权，可以不遵
守、不配合疫情防控措施，如
果社区党委副书记不讲原则
随意为他人说情，那么社区疫
情防控就存在巨大漏洞，极有
可能成为疫情防控的破口，严
重危及疫情防控大局，可能造
成疫情扩散，危害无穷。

在防控疫情的当下，各
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吸取这起
闹剧教训，绝对不能犯糊涂，
要垂先示范，率先遵守疫情
防控的规章制度。奋战在疫
情防控战一线的工作人员、
志愿者要像要求列宁出示证
件的卫兵洛班诺夫一样，坚
持原则，严格执行疫情防控
的规章制度，绝不能向任何
人“开口子”，让“找关系”不
顶用。

“免费吃饭”
彰显“城市有爱”
叶金福

昨天上午，鄞州区姜山镇科技新村的一家
“帽牌货冒菜”店香气扑鼻。店内，工作人员正忙
着备菜、装盘、盛饭；店外的玻璃门上，张贴着一
张大红色的“免费吃饭”告示，时而有人驻足观
看。这张告示上写着：暂时没有收入，确实有困
难的人，可以到店里吃一份单人套餐。在以后有
能力的日子里，记得帮助一下身边的人。

1月15日《宁波日报》

饭店老板陈冯平为了帮助有困难的人，特意
在店外的玻璃窗上张贴了一张“免费吃饭”的告
示，这无疑让那些有困难的人顿时有一种“暖胃
又暖心”的感觉。

众所周知，出门在外，谁都无法保证不会遇
上有困难的时候，此时此刻，哪怕是有好心人给
一顿饭填饱肚子、给十元钱坐车，亦或是提供一
夜住宿，等等，这对于有困难的人而言，都是一种

“温暖”。
就拿外出打工者来说吧！有的人不远千里来

到陌生的城市打工，但并非一来就能找到一份合
适的工作，有的甚至一两个月也无法找到一份合
适的工作。而当口袋中原本就不多的盘缠所剩无
几，或身无分文的时候，对于在陌生城市难以维持
生计的打工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心慌，一种恐惧，
既担心食无餐，居无所，又担忧无颜回家见亲属。
可以说，这种心境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正是出于对有困难者的一种帮助，这家饭店
老板提供的“免费吃饭”，无疑给了有困难的人一
束“光亮”、一点“希望”。同时，也让他们感受到
了一份“暖心”、一颗“爱心”。相信，对于那些有
困难的人来说，有了这家“免费吃饭”饭店的“无
私帮助”，其内心一定是“热乎乎的”。同时，也相
信，等他们终有一日有能力之时，他们也一定会
发自内心地去帮助那些如他一样需要帮助的
人。笔者想，这种回报式的“破窗效应”是何等的
弥足珍贵呀！

“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
好。”其实，对于很多人而言，伸出援助之手是一件
举手之劳的事，但对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来说，你
的援助之手、举手之劳，却能给其带来“光亮”“希
望”和“温暖”，这何尝不是一种“爱”和“善”的传递
呢？在我们的身边，正是有那么多“无私奉献爱的
人”，我们的世界才会变得如此美好。

“免费吃饭”彰显“城市有爱”。但愿有更多有
困难的人都能遇上这样的“免费吃饭”饭店，也希望
有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爱”和“善”的传递当中，
去帮助那些暂时有困难的人，从而让我们的世界在
我们的“爱”和“善”的传递中“变得更加美好”。

“寒门贵养”不是教育之法
一些不太富裕的打工家庭，在孩子身上却很舍得花钱——一双

760元的运动鞋只穿一个月，为明星偶像打榜每月花掉1000元……
“寒门贵养”“未富先奢”在农民工子女的成长过程中并不鲜见。教育
专家表示，父母关爱孩子的出发点无可厚非，但真正的富养是品格和
精神上的厚蓄滋养，而不是过分追求超出能力范围的物质“富足”，吃
苦耐劳精神任何家庭都需要。 1月15日《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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