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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普法和消防常识传播，增强了人们的安全意识。但全社会对消防违

法行为的容忍和漠视，实际上大大消解了法律筑建的生命安全网的效力。

面对“35岁危机”，不必过于焦虑

燕赵观

12月2日晚9时许，沈阳浑南新区一座高

层商住楼发生火灾，起火部位在５楼，但由于

离楼体最近的消防通道被停放的车辆堵塞，

无法在初期控制火情，结果６分钟大火就窜

到了25楼楼顶……

托消防员的福，大火没有造成人员伤

亡。但惊魂未定的大楼居民，肯定恨死了堵

住消防通道的车辆——多悬啊，火灾救人分

秒必争，消防车多绕一点路、耽搁一点时间，

都意味着困在楼里的居民受到更大威胁。为

了自己方便，违法停车堵塞消防通道，把别人

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置于危险处境，难怪网

友怒斥这种行为“是在谋杀”。

出人意料的是，一段现场视频显示，当几

位生气的居民围住疑似违停车辆车主质问其

责任的时候，该车主却回呛：楼上着火跟我有

关系吗？

如此强词夺理，显示出这位车主令人堪

忧的法制观念：大楼起火跟你没关系，但自己

习以为常的违法停车堵塞了消防通道，影响

火灾救援，发生的后果里自然有你行为的因

素，必然跟你产生法律责任关系。因此，不仅

气愤的现场群众怒怼他“你等着法院吧”，看

新闻的人们也在拭目以待：他的行为将会受

到怎样惩罚？

如果不发生火灾，像这位车主一样，在小

区里随意停车甚至“不小心”堵住消防通道

的，一定大有人在。多数情况下，也没有什么

人会多管闲事，去举报或者纠正他们——大

家最常见的反应，往往是嘟囔一句“这车主素

质不高”而已。更何况，负有照章管理、及时

排险职责的物业和监管部门，也常常拿“现实

困难”为借口，对一些明显而普遍的违法行为

无所作为。

这些年，消防普法和消防常识传播，增强

了人们的安全意识。但全社会对消防违法行

为的容忍和漠视，实际上大大消解了法律筑

建的生命安全网的效力。你虽然拧紧了安全

阀门，但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被忽略、被放

纵，一个人在为公共安全兜底的红线上踏过

了界、刺穿了洞，所有人都可能付出代价。对

越界与破坏不追究，或者追责不彻底——那

些平常敢堵消防通道的人，没有被罚到心疼，

没有被“治”到不敢——这才是大火发生时，

总有车辆堵在消防通道上的主要原因。

我们总是赞美逆火救援的消防员，赞美

他们听到警铃可以放下手中一切，义无反顾

赶赴火场的果敢与无畏。这对我们而言是无

比感人的行动能力，但对他们而言，却不仅意

味着奉献精神，更意味着严明的纪律、严格的

标准，以及不打折扣、持之以恒的基本功。这

样的基本功练成了本能，就为更多人带来了

生机。

我们不是消防员，但心里应该住着位“消

防员”。像他们一样，在底线上守住准则不打

折扣，零容忍对公共安全的挑衅与破坏，才是

真正守护了那张保护每个人的安全之网，才

不会在任何一个危险节点上有所放松。

堵住消防通道的车
为什么总也“挪不开”？

燕都融媒体评论员 刘采萍

网友说
@小坤——事发地点离我家不

远。其实，占用消防通道停车的现象各

个小区都有，但没有人制止，当事人也

不以为然，殊不知一旦出事遭殃的可能

就是自己。

@相忘于江湖——堵塞消防通道

要加大处罚力度，才能引起大家足够重

视，从而最大程度消除人们的侥幸心

理，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英子——我家小区的消防通道

停满了车辆，物业根本就不管，太不负

责任了。

@平常心——生命通道不能、不

该、不应、不可被占据！当然，小区也要

切实解决停车难问题。

@淘淘——最近几年，经常可以看

到小区大火，消防通道被乱停乱放的汽

车堵塞的新闻。水火无情，这个问题需

要得到解决，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增

加违规的成本，加大处罚力度。

@tianx——“楼上着火跟我有什

么关系”，这位车主的回答太可恨了。

@腊月——这是堵塞救援通道，甚

至可能关涉生命，乱停乱放还理直气

壮，毫无底线毫无原则。

燕赵都市报快手

用药靠掰、剂量靠猜：儿童专用药不专如何破解

“为什么招聘都要35周岁以下？”今年34

岁的老胡，最近有些焦虑。已经在快消品行

业摸爬滚打15年的她，眼下正在准备跳槽。

不过，浏览招聘条件后，老胡发现，不少用人

单位将求职门槛设置为“年龄在 35 周岁以

下”。这让她不得不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发

展。在职场中，像老胡这样存在“35岁危机”

的人不在少数。（12月3日《工人日报》）

有过参加招聘会经历的人都知道，很多

用人单位在招聘条件中都会有一条硬性规

定：35 岁以下。这意味着，一旦年龄超过了

35岁，不管你觉得自己多么适应对方提供的

岗位，自己的能力有多强，可能都难入用人单

位的法眼。很多人对此感到愤愤不平，认为

35 岁左右的年龄，恰恰是一个人最年富力

强，同时工作经验也最丰富的阶段，怎么就成

了职场“鸡肋”呢？

有如此要求的公司企业太多，自然而然

催生出了“35岁危机”现象，让全国成千上万

的35岁左右的求职者陷入了群体性焦虑当

中。这种焦虑情绪造成的最直接的后果，就

是让很多年龄在35岁左右的人不敢轻易辞

职，即便目前的工作不适合自己，或者说工资

待遇难以让自己感到满意，但是也不敢轻易

辞掉工作，就是担心辞职以后找不到工作，自

己的人生就将陷入被动当中。

站在用人单位的角度来说，之所以要设

置“35岁门槛”，不仅仅是因为人到了35岁左

右，体力和精力就开始走下坡路，无法应付一

些行业和岗位的工作，同时更因为任何行业

都处在快速发展的状态，行业内的知识、技能

更新换代的速度很快，而一个人到了35岁左

右，之前所掌握的知识、技能，往往只能适应

之前的工作节奏，很难再去适应这个行业的

快速发展和最新形势，被更年轻的劳动者所

代替也就在所难免。

应该说，这才是导致“35岁危机”产生的

最根本原因。而找到了原因，同时也就找到

了应对的办法。不管是一些人力资源方面的

专家，还是一些人的亲身经历都告诉我们，应

对“35 岁危机”的最佳利器，就是不断学习，

通过学习充实自己，提升自己，尤其是要掌握

某个行业最新的知识、技能，这样一来，才会

把自己积累的丰富工作经验与之结合起来，

让年龄的劣势成为竞争的优势。

当然，也有人通过调整自身的职业规划，

在发展方向上改弦易辙，而这就更需要我们

通过学习进入之前完全陌生的领域，从而为

自己的职业和人生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所

以说，不管是固守原来的行业和岗位，还是

“跨界”到其他的行业，选择全新的职业，学习

能力都是让自己立于职场不败之地的关键。

这时候，也就不存在所谓的“35岁危机”这个

问题了。 （苑广阔）

儿童专用药匮乏是我国医药领域的老问

题，“用药靠掰、剂量靠猜”，专用药不专问题

一直困扰着家长。记者在浙江、湖南等医院

调研发现，不少儿童医院已在探索解决之道，

但仅凭个别医院之力解决上述问题效果有限

且不可持续。（12月3日《经济参考报》）

儿童健康关系人口素质和社会和谐，但

“儿童专用药不专”问题始终未得到妥善解

决，近年来因用药不当给儿童造成伤害的事

件时有发生。近日，湖南长沙5岁的儿童贝

贝因身体过敏需要服用抗过敏药异丙嗪，贝

贝的爸爸误将吃 3/5 片的医嘱看成吃 3-5

片，导致孩子被紧急送往医院进行血液透析

才脱离危险。当然，对于大部分家长来说，虽

不会粗心到把医嘱看错，但也很难准确给孩

子掰出3/5片药，这也折射出我国“儿童专用

药不专”的困境。

长期以来，由于儿童专用药物品种和制

剂偏少，许多药物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没

有足够的信息，特别是用于重症专科疾病的

药物多数都没有儿童剂型，只能使用成人药，

医生在开药时，根据孩子身体状况和体重计

算孩子用药量，然后告诉家长怎么吃。然而，

儿童不是“缩小版”的成人，一旦在用药剂量

上存在误差，就可能给儿童的生命健康安全

带来潜在的威胁。据此前的统计资料显示，

中国儿童药物不良反应率是成人的2倍，新

生儿更达4倍，在因药物不良反应死亡的人

群中有1/3是儿童。由于用药不当，我国每

年约有3万名儿童耳聋。

“儿童专用药不专”问题为何长期得不到

解决？不少专家表示，研发难度大、企业利润

低、政策不配套，是制约儿童专用药研制的主

要障碍；“缺乏专用剂型、缺乏治疗标准、缺乏

儿童疗效和安全性等药品信息”三个突出短

板，更是加剧了儿童药匮乏的现状。近年来，

尽管国家和有关部门相续出台了一系列关于

鼓励儿童专用药品研发和生产的政策措施，

但从业界反馈来看，如何推进鼓励措施的有

效落地，仍考验有关方面的执行力。

为保障全国数亿儿童用药安全，“儿童专

用药不专”问题亟须破解，政府部门和全社会

都应给予高度重视。政府应加快完善相关法

律法规，建立健全儿童药品审批与管理机制，

并在招标价格、税收减免等方面，对于研发和

生产儿童专用药的企业以更大的政策支持力

度；卫生主管部门应制定儿童药物使用细则，

明确儿童用药剂量标准；相关企业应主动承

担应有的社会责任，积极完善儿童药品的使

用说明等；家长则应改变用药的意识和习惯，

别擅自给孩子服用成人药。 (付 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