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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热议

浙江书展落幕不过一个星
期，宁波市民、新碶街道芙蓉社区
红十字博爱志愿服务队队长王华
峰向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捐书
4万多册的爱心余温未退。这两
天，又有一批1万余册书籍送达
凉山州美姑县，一起送达的还有
56个实木书架。“让大山里的孩
子读更多的书，走出大山！”捐书
仪式现场，王华峰兑现了他此前
亮相央视午夜新闻时在全国观众
面前许下的承诺。

10月20日《宁波晚报》

王华峰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
宁波市民，也是当地社区的一名
志愿者，却通过自己的努力，为
远在 2000 公里之外的四川省凉
山彝族自治州的几十所学校、无
数孩子送去了浓浓的书香，也成
为这些孩子人生成长道路上的一
束光。

从捐赠仪式上可以看得出
来，当地的老师和孩子对这些精
神食粮是多么在乎、多么珍惜。
他们穿上只有过年才穿的民族盛
装，列成整齐的队伍，就是为了等
待图书的到来。这样的场景，一
方面让我们感到心痛，心痛于当
地学校条件仍旧如此困顿；另一
方面又让我们感到安慰，因为如
王华峰一样的爱心人士，正在通
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着当地学校
的现状。

一本有益的课外书，一次充

满启迪的阅读，到底能够给一个
人带来多大的改变，这是一个永
远无法量化的问题，但是“读书使
人进步”的名人名言，通过读书改
变命运的无数案例，无疑都在告
诉我们，对于这些身处四川大凉
山地区的孩子们来说，阅读就像
是他们生命中的一道光，把他们
本来贫瘠的课余文化生活照亮。

“我想要读书。老师说，读很多
书，就能走出大山。我想跟爸爸
妈妈在一起！”当一个孩子在捐献
图书的志愿者面前说出这样的话
时，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怀疑读书
的意义？不管这些孩子未来是走
出大山，走上更广阔的天地，还是
回到家乡，成为家乡的建设者，现
在那些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图书，
那些津津有味读书的日子，都将
永远留存在他们的记忆里。

能达成这样的公益慈善成
就，不是王华峰一个人的功劳，他
的背后还有捐献图书和书架的出
版社、书商、爱心学校、爱心医院、
爱心企业，他们同样值得我们给
予最大的赞誉。但也正是王华峰
在这些爱心单位、爱心人士之间
的牵线搭桥，才最终成就了这些
图书从宁波到凉山的公益之路。

王华峰的慈善故事也告诉我
们，公益慈善之路不拘泥于形式，
也不在于财力的太小，只要我们
愿意去做，就能成为他人人生中
的一道光，就能给他人带来光明
和希望。

一个人的承诺成为无数人的一道光
苑广阔

街谈巷议 鉴定伤残“必须植物人本人来”：

奇葩证明背后不只是折腾人
陈广江“密室逃脱”

别再上演“步步惊心”
郝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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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9日，记者从宁波市消
防救援支队了解到，从“十一”长
假起，全市持续开展针对密室逃
脱类场所的专项检查。据不完全
统计，仅镇海消防救援大队辖区，
就检查密室逃脱场所52家，发现
并整改隐患80余处，对5家密室
逃脱场所进行了行政处罚。

10月20日《宁波晚报》

“密室逃脱”是时下年轻群体
中流行的一种社交方式和娱乐体
验，既刺激又好玩，既惊险又冒
险，这符合年轻人的另类需求。
然而，出于剧情设置或氛围营造
需要，这类场所往往是环境昏暗，
通道狭窄，存在使用可燃材料装
修、疏散通道被锁闭和占用、违规
用火、用电等问题，尤其是还有很
多孩子喜欢参与这种娱乐活动，
其隐患就不言而喻了。

就拿宁波镇海这个地方来
说，虽然城区不大，却有众多的

“密室逃脱”项目，仅仅是消防部
门突击检查的就有 52 家。而最
大的问题是，这52家一次就查处
了 80 多处安全隐患。需要知道
的是，这 80 多处安全隐患，还仅
仅是“不符合消防安全标准”。也
就是说，如果涉及安全的部门都

去检查的话，还可能发现其他方
面的“不安全问题”。由此不难看
出，“密室逃脱”的问题是不小的，
用“步步惊心”来形容都是客气的
了。

更大的问题则在于，由于“密
室逃脱”属于新型的娱乐项目，在
管理层面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完善的“项
目安全标准”，对于剧本的设计，
对于材料的使用，对于救援的措
施来说，还显得跟不上安全管理
的需要。

“密室逃脱”隐患重重。因
此，有人建议教停这种娱乐项
目。不过在笔者看来如果是不分
青红皂白的叫停倒是显得因噎废
食了。“密室逃脱”项目需要的不
是叫停而是规范，而是监督、管
理，简单一句话“密室逃脱”不能

“逃脱监管”。对于剧本的设计需
要有人把关，降低隐患风险；对于
室内的装修需要有人监督，提高安
全系数；对于其综合安全来说，则
需要多些“秘密行动”，在不打招呼
的情况下开展联合执法，倒逼经营
者把安全标准放在第一位。

“密室逃脱”是游戏，但是管
理不能当儿戏。“密室逃脱”不能

“逃脱约束”！

近日，上海杨浦区的张阿姨遇
到一件烦心事：一年多前，丈夫王
先生因患脑部疾病不幸成了植物
人，没有任何行为能力，但申请伤残
鉴定证明时，却被要求王先生本人
必须亲自到场。无奈之下，张阿姨
请朋友帮忙开车送王先生前往指定
医院。最终，王先生以“亲自到场”
的方式证明了自己是植物人。

10月20日《潇湘晨报》

张阿姨的遭遇被报道后，不少
网友直呼“气笑了”。都已成了没
有任何行为能力的植物人了，还要
求“必须本人到场”，这不是赤裸裸
地刁难人、折腾人吗？事实上，此
事一点都不好笑，反而令人深思警
惕、感到辛酸。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执行
任何制度都不能违背常识、常情、
常理，否则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
义和价值。张阿姨一家已经非常
困难了，相关部门、机构不该如此
没有同情心。

从实际鉴定过程看，所谓的
“必须本人到场”就是走个形式。
据报道，众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
王先生送到指定医院后，医生并没
有对王先生进行检查，而是直接写
病历，很快就完成了伤残鉴定。

说好的“数据多跑路，群众少
跑腿”呢？王先生本来就在一家三
甲医院住院，只是这家医院不是伤
残鉴定指定医院而已，只要医院之

间“互通信息”，对王先生进行伤残
鉴定根本就不叫事。

在“互联网+”时代，涉事的街
道、残联、医院等各方，何必非要死
死守着自己的“信息孤岛”不放？
退一步说，即使医生上门鉴定、家
属支付交通费用，也远远比要求植
物人本人到场更合情合理。

公众对奇葩证明并不陌生。近
年来，随着“放管服”改革不断向纵
深推进，一个个“信息孤岛”被打破，
多数奇葩证明已寿终正寝。越是在
局面不断向好的情况下，偶发的奇
葩证明事件越显得丑陋、刺眼。

奇葩证明各有各的不同表现
形式，但根子上的问题是一样的，
即一些基层部门、机构缺乏服务意
识和担当精神，在实际工作中没有
将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甚至心上，一
旦遇到新情况、新问题，首先想到
的是规避自身责任，相互推诿扯
皮、敷衍塞责，而不是积极主动为
群众解决难题。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残疾群众
的“娘家人”，当地残联为何也如此
冷漠、愚钝？现实中，很多地方的
残联都积极提供上门服务，让病情
严重、无活动能力的重度残疾人足
不出户即可办理残疾证。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刁难残疾人的行为应受
到相应处分。

都 2021 年了，别再让奇葩证
明出来丢丑了。

头戴棒球帽、戴着口罩的驾校“学员”怎么20多分钟一动不动？原
来是教练帮学员代刷学时，在副驾驶座摆了个模特假人冒充。近日，记
者从浙江杭州交通运输执法队了解到，涉事教练李某被处以罚款300元
的行政处罚，驾校被责令加强管理，确保学员独立完成36个学时的驾驶
时间。 10月20日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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