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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不少城市的停
车泊位日趋紧张，机动车
违停的现象也越发常见，
我在上海就经常见到一些
私家车主堂而皇之把车停
放在人行道上。这些违停
的驾驶人，有的是觉得非
机动车和行人可以绕过停
放的车辆，不影响通行，有
的则认为交警对人行道上
的违停车辆没有执法权，
而城管不一定会查到。

其实，车主随意将车
辆停放在人行道上，已经
对行人的路权构成侵犯，
也有违道路交通安全法
对机动车停放的相关规
定。而且，此举不仅会严

重破坏人行道路面，缩短
人行道的使用寿命，更可
能对盲人的安全出行构
成重大威胁。因此，希望
广大车主多一些文明意
识，少一些违停。也希望
城管执法部门与交警部
门建立联合执法长效机
制，持续开展车辆乱停乱
放专项整治。（上海 陈抗
美 72岁）

人行道上违停危害甚多仗义执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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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大学”这样办，
挺好

贵报 1 月 15 日“老年
大学”版开设了“名师教唱
歌”专栏，由沈阳音乐学院
副教授解伟主讲唱歌知
识，通俗易懂，结尾还有视
频二维码链接。我认为这
个办法很好。因为老年人
虽然有很多爱好，但大多
是“半路出家”，最需要权
威、系统的基础知识讲授。
新年伊始，希望“老年大学”
增设更多学科，如写作、绘
画、书法等，满足更多中老
年读者朋友的学习需求。
（山西沁县 任孝忠 86岁）

编辑刘霞回复：谢谢
您对报纸内容的关注与肯
定，我们将采纳您的建议，

“老年大学”版接下来会相
继开设相关科目的类似课
程，并且也会提供视频课
程链接，满足大家多元化
的需求，更好地为我们的
读者服务。如果您喜欢我
们的课程，也欢迎转发、转
告您身边的朋友。

据《法治日报》1月28
日报道，刘某和段某皆为
A公司的投资人，某天，段
某在群里连续对刘某发
了多条侮辱、谩骂的信
息。刘某随即在群里回
应，表明会对其言行追究
法律责任，但段某并未就
此停止攻击刘某。于是，
刘某起诉至深圳福田法
院，请求判令段某书面赔
礼道歉，恢复其名誉，并
向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
金 1 万元。最终，法院判
决段某向刘某作出书面
道歉。

网友在微信群、QQ
群、朋友圈等网络场合发

生口角的情形并不鲜见，
但息事宁人的多，对簿公
堂的少。然而，这绝不意
味着这些网络场合就是
法外之地。段某在微信
群里辱骂他人最终被判
书面道歉，就是一堂生动
的法治教育课。根据我
国《民法典》，以侮辱、诽
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
誉 权 需 要 承 担 民 事 责
任。因此，网友在享受言
论自由的同时，千万不能
赌一时之气，通过损害、
诋毁他人名誉来宣泄自
己的情绪，否则将付出应
有的代价。（浙江开化 魏
芳 52岁）

街谈巷议

为家政人才可评职称点赞
近日，南粤家政技能

人 才 职 业 发 展 贯 通 暨
2023 年广东省乡村工匠
家政专业类别专业人才
职称评审申报工作启动
会在广州召开，传达了
2023 年广东省乡村工匠
家政专业类别专业人才
职称评审工作的相关文
件精神。

家政服务关乎千家万
户，但家政人员“不好找”

“不愿干”、雇主对家政人
员“不放心”的现象也十分
普遍。在不少地方，家政
公司的所谓“金牌”“钻石”

“五星”家政人员，往往比
普通家政人员动辄月薪高
出数千元，但这些头衔究
竟是谁评的，含金量如何，
总是说不清道不明。广东
省从省级层面出台乡村工
匠家政专业类别专业人
才职称评审机制，无疑有
助于引领家政行业走向
规范化、标准化和专业
化，也最能从根本上医治
家政服务“不放心”“不好
找”痼疾。这种推动家政
行业良性发展的举措，应
在更大范围进行推广。（江
苏南通 胡建兵 58岁）

别把微信群当法外之地

路远可迟归，这家公司干得好

涉老领域都应欢迎“啄木鸟”挑刺
据《北京晚报》报道，在

北京市老龄协会指导下，一
支由老年人组成的“啄木
鸟”志愿监督队于 2021 年
应运而生。三年来，这群老
人在北京各处寻找“不适
老”问题，反馈适老化问题
线索近百个，为北京市建设
老年友好型社会提供了重
要参考。

活跃在北京的“啄木
鸟”志愿监督队，无疑是老
年人发挥余热的典型，亦是
银发群体参与老年友好环
境建设的一个缩影。而从
有益于老年人、有益于老龄
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样
的“啄木鸟”队伍和这样的

“啄木鸟”精神，完全可以在

更多涉老领域拥有施展的
舞台，绽放他们的光彩。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
程度持续加深，围绕老年
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亟待
完善、改革、提质。客观而
言，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
当前已然足够丰富和重
视，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政
策在落地过程中能否于细
节层面真正让老年人受
惠、受益。以构建老年友
好型社会为例，实际上各
地并不缺与此相关的行动
方案。但具体到现实生活
中，公园长椅的高度是否
合适，公交站牌上的字看
不看得清，其他让老人感
到不方便的设施该如何改

进等细致入微的问题，如
果不是深有体会的老年
人，恐怕很难说到点子上。

正因为此，北京这支
由老年人组成的“啄木鸟”
志愿监督队，在适老化改
造中发现的问题往往更犀
利，也更贴合老年群体的
实际需求。比如一个台
阶，年轻人走过去觉得没
问题，可能老人就会觉得
台阶踏步太高了、坡度太
陡了。比如公园的导引
牌，年轻人看着没问题，老
人们就可能面临字太小、
颜色看不清、方向看不懂
或者无法识别的问题。

当老龄化浪潮奔涌而
来，诸如此类的老年“啄木

鸟”理应活跃于更广的空
间。譬如养老服务、健康服
务、老年文化教育、老年权
益保障、老龄科技等诸多领
域，老年人既是相关产品或
服务的使用者，也可以是问
题的发现者、监督者，当挑
刺的“啄木鸟”愈多，相关政
策必然也会愈加完善。

当然，面对有热情、有
责任、有耐心的老年“啄木
鸟”，亦需要老龄办、老龄协
会等部门机构进行系统的
组织、引导，适时开展相关
政策和有关标准的“岗前培
训”，这样才能让“啄木鸟”
们在挑刺时更加有的放矢，
在参与社会治理中发挥更
大作用。

一位亲戚在南京一家公
司打工，老家在四川。他告
诉我，公司规定，像他这样路
远的职工，春节回家可以晚
2天回来上班，不扣工资。

对于很多在外地工作
的人来说，回家路途遥远，
花费时间很多，人也辛苦。
即使现在通了动车和高铁，
时间也不短。允许职工路
远可迟归，非常人性化。一
方面，此举很务实，关注到
了职工的痛点和难点。以
过年放8天假为例，老家在
偏远山区的职工，可能来回

在路上就要3天左右，实际
在家只有四五天，他们肯定
希望过年不要那么“赶”。
另一方面，体现了公司对职
工的关爱。路远的职工，他
们一年中回家的次数本来
就很少。过年的时候，回家
多待几天，陪陪父母，走走
亲戚，非常有意义。此外，
这种做法也体现了良善的
企业文化，值得点赞，值得
借鉴。笔者认为，有条件的
企业，给路远的职工多放几
天春节假，也是人文情怀的
显现。（江苏南京 陶崇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