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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评论员
王国荣 “一日捐”点燃“日日捐”“持久捐”，滴水成

河，汇爱成海，从善如流。慈善的感召力是无
穷的，它既是当下主题教育在永康的生动实
践，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永久主题。

“慈善一日捐”，冬天里的一把火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

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10 日上午

我市开展的“慈善一日捐”活动启动仪

式，就是冬天里温暖心窝的一把火，市

四套班子领导、法检“两长”等都现场

带头捐款了。这把火，照亮了慈善的

丽州大地，点亮了更多贫困受助群体

的心。（详见本报 11 日 1 版报道）
众人拾柴火焰高。“慈善一日捐”

活动启动仪式当场就募集款项超 550

万元，这把火焰真高。虽然在这把火

焰中，农商行、道明光学两家单位占了

“柴”的大头，分别捐款 300 万元、100

万元，以帮扶特定困难群体；还有国企

和民企代表以及机关部门、市直企事

业单位主要负责人等的踊跃捐款，但

是这把火足以“点亮”人心，“蔓延”到

全市角角落落，激励更多市民向那些

身处不幸的人们伸援手、献爱心。

冬天里的一把火，永康人慈善已

久。自 2002 年 11 月市慈善总会成立

以来，全市已先后发展下属基层组织

15 家，形成了 15 个慈善固定救助项

目，截至 11 月底已累计募集善款 1.36

亿元，救助支出 1.15 亿元，共有 4.7 万

余户（人）次和 317 个团体受到帮助，

真正将善款用到了最需要帮助的人

身上。这也是慈善组织认真履行公

开透明原则、管好用好慈善资金的职

责所在。只有看到自己的爱心捐款

都用在了“刀刃”上，用在了“精准扶

贫”上，才能激发更多爱心来一道聚

“柴”添“火”。

近年来，我市慈善事业取得了长

足发展，市民都看在眼里。在市委、市

政府的关心重视下，在社会各界的大

力支持和共同推动下，我市慈善捐款

屡创新高，慈善救助不断扩面，“浙江

慈善奖”“最美慈善人”“最美慈善义

工”等慈善先进人物和事迹不断涌现，

慈善公益活动精彩纷呈，慈善火焰愈

发高涨，一抹前些年笼罩在人们心头

的“红会事件”等阴霾。

冬天里的一把火，“你悄悄走近我

身边”。“最美”先进人物和事迹，是激励

和温暖人心的慈善火焰，那些“悄悄”在

行动的慈善之火，更是“天上最亮的一

颗星”，虽然不为人们所熟知，但是却无

时无刻地在人们身边，温暖和帮助着一

批批最需要帮助的人。他们做慈善不

留名，他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也正

是这种“悄悄”燃烧着的火焰，像火种那

样“星火燎原”，才使得全社会的爱心力

量从善如流。我们从心底里感谢他们，

感谢千千万万“无名”的社会各界爱心

人士，将“熊熊火焰”温暖你我他，将“熊

熊火光”照亮人间大地。

冬天里的一把火，“慈善一日捐”薪

火不断。“一日捐”点燃“日日捐”“持久

捐”；“领导捐”带领“人人捐”，滴水成

河，汇爱成海，从善如流。慈善的感召

力是无穷的，它既是当下主题教育在永

康的生动实践，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永

久主题。与“冬天里的一把火”歌词唱

得一样好听，“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充满阳光温

情的丽州大地，永远不缺暖人心窝的

“熊熊火焰”和人人参与的慈心善举。

全民急救素养亟待提升
完善公共救护体系，提升全民急救素

养 是 关 键 。 首 先 要 让 每 个 人 敬 畏 生 命。
其次要加大急救技能培训。只有人人都
有救人的技能，人人才都有获救的机会。

□本报特约评论员
薛建国

近日，永报姐妹花记者从公共救

护设备和救护知识上入手，针对我市

公共救护情况展开调查。调查情况可

谓喜忧参半。喜的是，政府对公共救

护的重视，把完善救急设施设备配备

列 入 民 生 实 事 工 程 ，城 区 基 本 实 现

AED 标准化覆盖，相信 AED 覆盖率还

会进一步扩大。忧的是，民众的急救

素养有待提升，而且这是一个更为关

键的问题。（详见本报 6 日 13 版报道）
民众的急救素养不仅是指熟练掌

握和运用急救设备等专业技能，还包

含责任和担当精神。现实生活中，不

乏一些利己主义者，在别人病发倒地

时，不是见义勇为，而是绕道而行，生

怕惹祸上身。所以，全面提升公民的

急救素养非常重要，这是公民道德水

准的重要体现，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

重要一环。

没有公民急救素养的提升，公共

救护就无法落到实处。通过加大投

入，我们能完善急救设施设备，但设施

设备是物，物尽其用靠的是人，人不去

用它，它就是死的东西。有人说，现在

这些设施设备易掌握，操作不难，但平

时你没触碰过，紧急时候使用它，必须

有个简单熟悉了解的过程，而这个过

程可能就会导致错过心脏骤停最佳急

救的“黄金 4 分钟”。缺乏急救素养，即

使配备更多的设施设备，在一些人眼

里也是个无，更奢谈去学习研究它。

无论何事，人永远是决定因素。

人如果缺乏主观能动性，物的作用就

体现不出来。如遇心脏骤停的病人，

你手边没有自动体外除颤仪（AED）怎

么办？你如果有一定急救素养的人，

就可以通过胸压的方法实施急救。人

发病的环境具有不确定性，比如在野

外，不可能有急救设施设备配备点，就

得靠人的双手实施心肺复苏术。即使

在一些人员聚集的公共场所，有急救

设施设备的配备，也不可能让每个人

熟悉它们所处位置。生命不等人，急

救就是与死神抢时间，这时就应该有

人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借助双手实

施心肺复苏。

完善公共救护体系，人是主要力

量。这些年，各级政府都加大了对急

救人才的培训力度，这是十分可喜的

现象。但如果没有全民急救素养提

升，我们的急救体系就谈不上真正的

完善。一个人掌握技能是救不了自

己的，只有人人都有救人的技能，人

人才都有获救的机会。全民急救素

养的提升，首先要让每个公民有敬畏

生命的意识，懂得今天所掌握的急救

技 能 ，不 是 简 单 的 帮 助 别 人 而 是 救

命。特别是你今天救了别人，别人明

天救的可能就是你和你的亲人。一

句话，提升急救素养，是“我为人人”，

也是“人人为我”。

提升全民急救素养，加大急救教

育力度是关键。在一些欧美发达国

家，急救教育是很受重视的，如英国政

府要求将 CPR 训练和 AED 使用都纳

入到学生的急救课程当中；美国西雅

图等地，小学就开始教授急救知识，初

中生就能上手做 CPR。而这正是我们

所欠缺的，提升全民急救素养，应从娃

娃抓起，把急救教育列为中小学教育

的必修课，列为全民教育的必修课。

同时，也可通过立法或行业规范要求，

把急救技能列为警察、消防员、保安、

餐厅酒店服务员等高密度服务人群行

业从业人员的必备技能，规定培训合

格后方能上岗等。

人命关天，急救为先。活命不能

总 指 望 运 气 ，增 强 急 救 意 识 才 是 王

道。你我对急救技能掌握多一分，你

我的安全保障就多一分，学会急救，终

身受益。泱泱人口大国，需要国民增

强急救意识，也需要社会配置急救设

施，如此才能守护生命之花不凋零，生

命之流不停息。

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要加强警示
教育、监督管理和人员培训。警示约谈是

“红脸出汗”，防范流血流泪；警示约谈是
鞭策激励，促进平安永康。

警示约谈是鞭策更是激励
□本报特约评论员

赵开浪

安全生产再怎么重视都不为过，

再如何严厉都有必要。近日，我市召

开安全生产警示约谈会议，对西城街

道、江南街道、城西新区、交通运输局

和龙山镇进行安全生产警示约谈。警

示的背后是鞭策，约谈的目的更是激

励。（详见本报 11 日 2 版报道）

今年 12 月 3 日，海宁市许村镇某

企业一个高度约为 15 米的污水罐倒

塌，压垮了附近两家企业的车间，共造

成 9 人死亡。惨痛的教训告诫我们，安

全生产这根弦时刻不能放松，安全生

产责任重于泰山，加强警示教育、监督

管理和人员培训，不仅要紧盯重点领

域，更要关注全行业全领域的安全生

产，不断强化安全生产基础。

安全来自警惕，事故源于麻痹。我

们回忆一下近年来我市安全方面血的

教训，件件发人深省，桩桩历历在目。

仔细分析我市近年来的安全生产事故，

多半是由于企业主安全观念淡薄，经济

利益至上，安全设施落后，检查流于形

式，隐患发现不了。此次被约谈的 5 家

单位中，就有工业园、小微园、村级工业

集聚园“三类园区”安全设施不完善，对

仓储储罐、环保装置、改扩建建筑物排

查不够，整治不到位。安全生产隐患，

为何会发现不了？究其原因，是有的党

员干部找理由说平时工作繁忙，安全管

理面广量大，安全生产“防不胜防”。

警示约谈是“红脸出汗”，防范流

血流泪。约谈之后看行动，克服麻痹

侥幸心理，开展大培训、大检查、大督

办。以往培训主要针对安全员，其实

还要把企业主、企业骨干、个体工商

户、宾馆酒店管理人员，以及超市、网

吧、KTV 管理者和出租房房东等纳入

培训范围，培训的形式也不能停留在

纸上谈兵，要与安全考试应答、消防模

拟演习、安全应急处置相结合。在发

达国家，安全管理已走向专业化，粉尘

浓度监测、高楼施工管理、冲床车床运

转，都有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我们

的党员干部不是天然的百事通，每年

应至少轮训一次，让大多数人成为安

全生产检查的行家里手。企业主是安

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有的企业主只

顾经济利益，对安全投入不足，破除他

们的思想藩篱，应该算一算自由账、良

心账、经济账，让他们深刻明白，对安

全的投入越多，这些账越不会亏本。

警示约谈是鞭策激励，促进平安永

康。安全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再如何

“婆婆嘴”都有必要。筑牢安全防线，关

紧安全阀门，不但不能这只耳朵进那只

耳朵出，而且应从制度化角度加强责任

落实。比如我市有的镇街区将每月的

一天确定为安全生产检查日，主要领导

带队深入企业、工地、出租房，把任务分

解，把责任压实，及时发现隐患，迅速落

实整改，这种把安全检查制度化的做法

应推而广之。警示约谈也不能“一谈了

之”，对安全生产隐患限期整改，整改情

况必须再次现场查看，对谈过之后“调

门高、表态好、行动少、落实差”的负责

人，迅速进行问责。约谈的效力在于不

是抓几个典型，而是让没有落实者100%

受到严肃处理。

安全生产一旦出事，往往就是大

事。世上没有后悔药，要想平平安安，

就要居安思危，预防在前、警示在前、

约谈在前，别无他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