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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绝施工事故很简单，只要严格落实合规化、标准化的风控制度就可

以了。遗憾的是，很多时候个体的侥幸、懈怠，时常凌驾于那些预设的安

全规范之上。

宿管阿姨开写作课，能推广吗？

燕赵观

男童坠无盖窨井死亡，
是谁制造了“致命陷阱”？

蒋璟璟

燕赵都市报快手

胡欣红

校舍危房十年难搬迁，别等“出事”再重视

网友说
@白云边——在广州大学城，听过

星海的保安唱美声，和中大的保安聊

过时事，看过广工的保安考建筑师资

格。我们宿舍楼下保安大叔的书法那

是真的一流。

@Becomeasisuer——从之前某

大学宿管阿姨在厕所里学习，到前些天看

到的浙大的宿管阿姨坚持学习英语，再到

现在这个大学的宿管阿姨坚持写作直到

被邀讲公开课，这一切的正能量都太令人

钦佩了。我拥有如此的大好年华还有什

么理由不去努力和拼搏呢？

@八风不动——有梦想才会有追

求；有奋斗才能有成就。

@腊月——一名宿管阿姨竟然成

了大学老师，这种身份上的反差的确让

很多人诧异。但是，这样的“身教”恰恰

是其他老师无法给予学生的，相信大学

生们会从她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

@春风十里——了不起，这是我们

学习的榜样。

马涤明

近日，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一名宿管阿

姨受到学校邀请，担任学校写作公开课的老

师。“很开心圆了老师梦。”汤杏芬阿姨如是

说。据悉，虽然只有小学文凭，但汤阿姨常年

坚持写作，是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的会员，曾

6 年写 6 部小说，共计 200 多万字。（11 月 11

日《北京青年报》）

“高校扫地僧之宿管阿姨”“神州大地是

人人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标准的逆袭成

功，专家教授亦汗颜”……这位神奇的宿管阿

姨引发了舆论热议，公众纷纷为之点赞。

宿管阿姨被邀请开写作课，是普通人奋

斗之后的精彩。虽然只有小学文凭，但汤阿

姨在社会这所大学里，刻苦自学写作，6年写

6部小说，一跃成为网络作家协会会员和大

学写作课老师，真乃励志典范。基于汤阿姨

的独特经历，有网友对其一边谋生一边坚持

写作，敬佩不已。

网红宿管汤阿姨的传奇故事，离不开自

身的不懈努力，更彰显了大学的开放包容

——高校打破常规，邀请一位只有小学学历

的阿姨担任写作公开课的老师，无疑是值得

点赞的。

宿管阿姨开写作课，能推广吗？肯定之

余，也不乏有网友发出了类似的追问。6年

写6部小说的汤阿姨固然可以胜任写作课老

师的角色，但如果只是个例，未免有些遗憾。

其实，汤阿姨式的“扫地僧”虽然很难简

单复制，但并不意味着其他后勤员工们发挥

不了育人作用。现实中，这样的后勤员工，并

非个例：被众多学子挽留的“杭电徐妈妈”，一

封告别信令人泪崩的华中科技大学宿管金林

君阿姨，用心呵护学生16年的浙江农林大学

章学青阿姨……

这些普普通通的阿姨，用一片赤诚的心

和周到的服务，给学生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让

他们知道怎么为人处世。从这个意义上讲，

她们中的每一位都是从事育人工作的老师。

正是看到后勤员工身上所蕴藏的巨大育

人价值，今年年初，浙江农林大学聘请章学青

阿姨为“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学校里的每一面墙都会说话，学校里的

每一个人都应该担负起育人职责。“言教不如

身教”，后勤员工的一言一行，在潜移默化中

会影响着身边的学生，完全可以在育人上发

挥自己独特的作用。期待高校能切实俯下身

来，挖掘后勤员工的育人价值，让立德树人工

作更接地气。

近日，武汉一名10岁男孩恒恒掉进下水

道井坑死亡。据悉，吞掉恒恒的无盖窨井就

藏在绿化带中，孩子父母开的面馆则在绿化

带对面。这处无盖窨井，上面铺着一层废弃

的广告薄膜，薄膜上盖着绿色防尘网。绿色

防尘网与绿色植被俨然一体，此处窨井像极

了天然陷阱。当晚八时许，在已经吞噬了一

条生命后，出事的窨井仍然没有被盖上井

盖。（11月11日《新京报》）

沉重的悲剧似曾相识，又和过往有所不

同。此次酿祸的同样是“无盖窨井”，但却不

是年久失修、疏于管理的窨井，而是有着明确

责任方的、项目在建工地的窨井。或许，简单

将之概括为“吃人窨井”并不妥当，更准确的

说法应该是“人造陷阱”。铺着薄膜、盖着薄

网，被“精心”掩藏起来的无盖窨井，无异于就

是一个危机四伏的“陷阱”。这与其说是意

外，不若说是早可预见的结局。始作俑者对

于风险如此漠视，着实不应该。

没有任何防护设备，甚至还掩人耳目地

遮盖了一番。讽刺的是，即便在事发之后的

很长一段时间，“出事的窨井仍然没有被盖上

井盖。警戒线内，两辆废弃的共享单车草草

挡住井口”——这种做法，所折射的恰恰是某

些建设单位根深蒂固的散漫心态以及“标准

化操作”的严重缺位！该如何提示“无盖窨

井”等高危事项，相关的工程规范其实早有明

确规定。只可惜，许多施工单位素来自行其

是，因漫不经心而代价惨重。

合规化管理、标准化执行，是建筑施工杜

绝事故的唯一可靠办法。将无盖窨井掩饰成

“致命陷阱”，这样的失误、错误，不可原谅。

此事的背后，暴露的还是一些地方建筑行业

存在的老问题，比如说从业人员专业化程度

不高，多是临时拼凑、短期务工；再比如说安

全监理制度的形同虚设，某些监理人员巡查

工地、排查风险严重不到位。必须承认的是，

这些老问题天然就是与现代社会的工程管理

和风险控制相抵触的。

又一孩子因为无盖窨井殒命，而这本是

完全可以避免的惨剧。杜绝施工事故很简

单，只要严格落实合规化、标准化的风控制度

就可以了。遗憾的是，很多时候个体的侥幸、

懈怠，时常凌驾于那些预设的安全规范之

上。事后来看，那些错误往往错得离谱，但总

还是有些怕麻烦、爱偷懒的“聪明人”做出此

等错事。所谓建筑工地管理，说到底就是让

施工人员遵从规则按部就班行事，若能如此，

至少能确保不犯下“无盖窨井变致命陷阱”的

低级失误。

工地上的窨井陷阱又吞噬了一条生命。

“安全生产这根弦任何时候都不能松”，而对

某些施工单位某些人来说，这根弦也许就从

来没有绷紧过。

广东肇庆德庆县村民反映，播植镇龙福

村龙福小学校舍十年前就被鉴定为危房，老

师家长向有关部门提出搬迁要求却迟迟得不

到落实。近日，肇庆市纪委监委查明，德庆县

教育局、县自然资源局、播植镇自然资源所、

播植镇政府存在推诿扯皮、不作为慢作为问

题。拟对相关责任人给予纪律处分，责成县

教育局等3个单位作书面检查；向德庆县委

县政府发出监察建议书，要求2020年底前完

成龙福小学新校区建设，在搬迁前落实安全

防范措施。（11月11日广东新闻联播）

上级纪委监委发出监察建议书，危房校

舍问题的解决应无悬念了。然而，龙福小学

校舍危房问题，老师和家长奔走呼吁了十年

不管用，非得上级监管部门发话，才会引起重

视，相关部门、一些官员的职守意识出了什么

问题，值得追问。

公众最困惑的现象是，现实中，一些地方

明摆着的隐患往往没人去重视，而一旦出了

事，相关部门立马“高度重视”，也作出“吸取

教训、举一反三”等等体现“高度重视”的举动

和姿态。而事实上，如果平日里对种种隐患

能够表现出足够的重视并想办法解决，恐怕

就出不了事了。对于这种现象如何进行治

理，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报道说，德庆县播植镇龙福村龙福小学，

1993年建成的教学楼和宿舍楼，背后就是陡

峭的山体，离山体最近距离不到1米，山体坡

度近乎垂直。2009年10月，相关部门对龙福

小学教学楼进行房屋鉴定，鉴定结果为整体

C 级危房，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建议学校搬

迁。2013年，龙福小学对教学楼进行了维修

加固，同时启动新校区搬迁事宜。

按理说，没有比危房鉴定更明确的“建议

书”了：不迅速采取措施，若哪一天发生山体

滑坡，就晚了。然而，从报道的情况来看，面

对如此严重的问题，这些官员似乎不急不

慌。2017年9月底，原省国土厅就批复了龙

福小学新址地块，可到了2019年5月份，龙福

小学新址仍是一片荒地。两年时间里没有一

点动作，不怕出事？

纪委监委暗访时，县教育局官员称文件

还没到。文件没到，不能主动催问一下？而

国土部门则否认说，2017年就批了，“这个是

要在网上公示的”；县自然资源局办公室负责

人称，县教育局一直以组织材料等理由，暂未

启动用地审批手续……

最终，相关责任人都将领到处分，乃是咎

由自取。只有监管层面对推诿扯皮、不作为

慢作为零容忍，问责不手软，才能终结某些地

方某些部门“不出事不重视”的怪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