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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1月 7日至 8日在
北京召开，对2023年的工作作出部署。新
的一年，政法机关将奋力推进政法工作现
代化，不断提升你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严格规范执法让权力不再“任性”，落
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加强行政决策执行
与评估……近年来，法治政府建设换挡提
速，依法行政成为各级政府鲜明印记。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让平安铺就万家团圆路
刘夏村

1月7日，全国春运正式开启，据交通
运输部初步分析研判，2023年春运期间客
流总量约为20.95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9.5%。春节即将到来，天南海北，不少人
已经或将要踏上春运出行路。一路平安，
是我们的共同心愿，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与往年相比，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
段，今年春运情况复杂，面临困难挑战大。
安全，是春运工作的重中之重。各地各部

门要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密切
关注客货流量、天气变化以及疫情发展的
不同状况，聚焦人、车、路、环境等核心要
素，采取有力有效举措，全力保障安全春
运。要通过强化客流组织引导、鼓励使用
无接触式服务等方式，做好疫情防控。

农村地区的交通运输安全需格外关
注。相关数据显示，近两年春运期间，农
村地区交通事故占比最高。各地各有关

部门要形成治理合力，一方面针对群众返
乡、探亲访友、赶集赶场等出行需求增加
强化运力保障，另一方面聚焦农村客运途
经线路、客运场站、渡口等加强执法监管。

随着疫情三年来人民群众累积的回
乡过年、探亲访友、旅游观光等出行需求
集中释放，今年春运客流将大幅增长。踏
上春运出行路，每个人要把“安全”二字牢
记心中，遵守各项交通规则，自觉抵制超

员、超载、非法营运等行为，乘坐客车、高
速客船等交通工具出行时主动全程佩戴
好安全带。同时，加强个人健康防护，做
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面对短期内庞大规模人员流动带来
的压力，安全是答好春运考卷的底线。各
相关部门、企业与个人要以底线思维同向
发力，让安全成为繁忙春运的底色，让平
安铺就万家团圆之路。

“献血与评职挂钩”为何引发争议
王石川

麦卡锡“险胜”美式民主惨败
颜亮 孙丁

遭遇百年罕见的尴尬，经过 15 轮表
决，共和党人凯文·麦卡锡终于当上了美
国国会众议院新任议长。这场令舆论哗
然的闹剧，暴露出美式民主紊乱失调的众
多指征。

首先，政治对立加剧，美国在政治极
化之路上越走越远。100年来，众议院议
长选举基本都是“走过场”，一轮表决就结
束。如今，表决持续十几轮才出现胜者，
反映美国政治极化加强以及共和党内派
系之争更加尖锐激烈。

一方面，民主、共和两党如今更加势
同水火，麦卡锡早早就放言要对抗民主党
政策、展开涉及美国总统拜登的调查；众
议院民主党人则巴不得共和党继续内耗，
面对麦卡锡面临的党内支持不足的窘境，
不可能做个顺水人情帮助他投票“过
线”。另一方面，共和党虽然总票数可以
达标，但他们内部矛盾同样深刻，一部分
右翼“强硬派”固守自己的立场就是不肯
轻易向麦卡锡让步。6日晚第14轮表决

深刻演绎了共和党内部矛盾的尖锐：共和
党众议员马特·盖茨临阵反悔，导致麦卡
锡以一票之差再次落败。麦卡锡沮丧地
前去质问盖茨，共和党众议员迈克·罗杰
斯也很失望地要找盖茨“说理”，旁边的人
担心事态升级捂着罗杰斯的嘴赶忙把他
拉开。

众议院议长选举上一次出现10轮以
上表决要追溯到 1859 年第 36 届国会开
幕。当时因为众议院就奴隶制问题纷争
激烈，经过44轮表决后才选出议长。两
年后，美国爆发内战。美国塔尔萨大学教
授、多家媒体撰稿人特德·吉诺韦斯认为，
本次议长选举让人联想到美国内战前国
会众议院内的紧张氛围。美国赖斯大学
历史教授道格拉斯·布林克利则直接指
出，美国实际上已身处“一种新内战”之
中。

其次，政客为了权力大搞政治交易，
美国政治不稳定性更加明显。经过不断
讨价还价，麦卡锡最终与反对者达成一

致，确保他能在第15轮表决中获得半数
以上票数。据悉，为了坐上议长之位，麦
卡锡作出或提出一系列重大让步，不惜为
自己戴上更重“枷锁”——将提出罢免议
长动议的众议员人数门槛降至1人。此
外，麦卡锡也答应让更多右翼“强硬派”议
员在众议院重要委员会中任职，启动审议
和表决保守派提出的一系列法案等等。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人查克·舒默
警告说，这些利益交换未来将导致联邦政
府停摆或债务违约，给美国带来破坏性后
果。《纽约时报》文章说，这场政治纷争表
明，美国国会未来两年可能反复陷入混
乱。

再次，美国政客权谋第一、虚伪成
性，美国政治愈发失信于民。国会议事
厅里，议员们表面上慷慨陈词，背地里却
满心算计。竞选拉票时答应选民要求很
干脆，一旦选上，立刻就开始聚焦政治
斗争，应对通货膨胀、处理“边境危机”、
打击违法犯罪等事关国计民生的事务

则通通往后排。本届当选众议员中，还
包括谎话连篇的乔治·桑托斯。去年
底，他承认个人履历造假，但拒绝放弃
就职，诡辩称“这不妨碍我当好国会议
员”。人无信不立，美国政客造假无信
却仍能高居庙堂，似乎早已见怪不怪。
美国盖洛普公司去年底发布的民调结
果显示，超七成美国人不认可国会工作
表现。美国福克斯新闻台主持人、前国
会众议员图尔西·加巴德指出，美国民
众不相信这些政客一点都不奇怪，因为
华盛顿这帮人都在为自己工作。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麦卡锡宣誓就
职众议院议长前一天是美国“国会山骚
乱”两周年纪念日。这场暴力骚乱打碎
了美国政治制度的“美颜滤镜”，充分暴
露美国民主弊端及其在民主问题上的虚
伪面孔。美国一家政治咨询公司主席布
拉德·班农认为，“国会山骚乱”过去两
年，美国民主依然深陷困境，众议院“一
团糟”，再次表明美国政治机构的衰败。

近日，湖南岳阳发生一起一
氧化碳中毒事故，导致出租屋内
5人不幸身亡。冬季是一氧化碳
中毒的高发期，尤其以城郊乡村
多见，而且多呈群体性、聚集性特
点，轻者头晕呕吐，重者被发现时
已近无生命迹象。对此，我们一
定要提高警惕，谨防一氧化碳中
毒，给自身和家人生命健康带来
威胁。

一氧化碳是最常见的窒息性
气体，在生产和生活中，含碳物质
燃烧不完全时，都可以产生一氧
化碳。在日常生活中一氧化碳中
毒可见于在室内使用煤炉或煤气
取暖，还有在室内使用炭火烧烤
等；在通风不良的浴室内使用燃
气热水器，一氧化碳蓄积，容易导
致中毒；还有就是燃气灶老化，燃
气泄漏，室内通风不畅，也可以导
致人员一氧化碳中毒。

那么，如何避免一氧化碳中
毒呢？相关专家表示，一是不使
用淘汰热水器，如直排式热水器
和烟道式热水器，这两种热水器
都是国家明文规定禁止生产和销
售的。二是不使用超期服役热水
器，热水器最好请专业人士安装，
不得自行安装、拆除、改装燃具。
冬天洗澡时，浴室门窗不要紧闭，
洗澡时间不要过长。三是冬季使
用煤炉或炭火取暖时，不要门窗
紧闭，特别是不能在睡觉时将炭
火放在卧室并紧闭门窗。煤炉、
炭火等要放在室外。四是开车时
不要让发动机长时间空转。车在
停驶时，不要过久地开放空调
机。即使是在行驶中，也应经常
打开车窗，让车内外空气产生对
流。感觉不适立即停车休息，驾驶或乘坐空调车如感
到头晕、发沉、四肢无力时，应及时开窗呼吸新鲜空
气。

如果出现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状，该如何急救？相
关专家建议，首先，尽快打开门窗，脱离现场。在使用
煤炉等取暖，使用燃气热水器洗澡或在不通风的室内
吃炭火烧烤或火锅时有头晕、胸闷症状，要尽快打开
门窗，脱离现场，若全身乏力不能站立，可匍匐爬行，
迅速逃生。其次，闻到有煤气味后，不开灯，不点明
火，防止发生爆炸。再次，救助他人时，在确保周围环
境安全后，迅速将患者转移到通风保暖处平卧，解开
衣领及腰带，保持患者呼吸通畅。对昏迷的患者可将
其头偏向一侧，以防止呕吐物误吸入肺导致窒息。如
患者呼吸心搏停止，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最后，呼叫
救护车，将患者送至就近有高压氧舱的医院抢救。中
毒严重及有昏迷史者清醒后也一定要送医院接受高
压氧治疗，以免发生严重后遗症，出现脑功能障碍。

一氧化碳发生中毒不容忽视，这些安全知识我们
务必牢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一氧
化碳中毒和中毒后带来的威胁，切实守护自身和亲朋
好友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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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与教师评职称挂钩？据报道，日
前，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某中学下发了
一则号召教师献血的通知，其中提到：“献
血者在学校评职、评优、评先中同等条件
予以优先考虑”。消息一出，迅速引发争
议，比如有人称，“如果一名教师在教学的
各方面都很优异，却因身体情况不适合献
血，是不是就无法在评职、评优、评先中获
得资格？”

“国家提倡十八周岁至五十五周岁的
健康公民自愿献血”，写入献血法的这条
规定传递明确信息，献血是自愿的，不能
强制。一旦“霸王硬上弓”，让公民干不情
愿的事，不仅违背自愿原则，也背离了献
血的公益属性。简言之，病急不能乱投
医，血荒不能乱用招。

而具体到普兰店区这家中学，则与一
般的强制献血有所不同。尽管通知提出

“献血者在学校评职、评优、评先中同等条

件予以优先考虑”，但这不等于强制教师
献血。一定程度上说，这是一种激励，动
员该校教师主动献血，争先表达爱心。正
如该校负责人所称，网传的消息中提到

“优先考虑”仅为该学校评职、评优、评先
中同等条件下的一项参考，校方发布此消
息本意为对自愿献血的教师进行鼓励与
关怀，以此达到呼吁教师参与献血的目
的。

这种解释，确有几分道理。仔细打量
“献血者在学校评职、评优、评先中同等条
件予以优先考虑”这句话，有个关键表述
是“同等条件”。也就是说，大家都符合条
件，如果有教师在献血方面有主动性，可
获得优先考量，这是合乎逻辑的。学校这
样做，并非排斥不献血的教师。如果有的
教师献血积极性高，但评职不符合基本标
准，当然没戏。

如今，在各方压力下，涉事校方已收

回相关通知，并表示完全按照无偿献血的
文件要求。这种妥协，出于无奈。在关注
该事件的同时，更需探讨如何激发公民的
献血意识。

当前，多地出现血荒，情况危急，有的
地方血液库存已跌破最低库存警戒线：“由
于血库告急，已经危及到孕产妇、危重症患
者的抢救。”要破解这一局面，动员公民积
极献血，关键是找到良策。比如，公职人员
要带头献血。献血法规定：“国家鼓励国家
工作人员、现役军人和高等学校在校学生
率先献血，为树立社会新风尚作表率。”国
家公务人员带头献血，往往带来事半功倍
之效。

再比如，真正善待献血者，落实国家
的相关规定。按规定，无偿献血者临床需
要用血时，免交前款规定的费用；无偿献
血者的配偶和直系亲属临床需要用血时，
可以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

规定免交或者减交前款规定的费用。这
种制度安排贴近现实，且富有远见，意义
深远。但一些地方做得并不好，无偿献血
者的配偶和直系亲属临床需要用血时，无
法及时获得制度保障，这无疑是让献血者
寒心。

此外，各单位在动员员工献血时给予
相关的激励，也颇有必要。员工响应呼
吁，主动承担公民责任，提升单位的道德
浓度，为单位争光，获得一定的奖励，也是
应该的。从这个角度看，相关部门在不违
法违规的前提下，提供较为优厚的回报激
励员工献血，应受肯定。

“涓滴之血汇聚生命力量，颗颗爱心
点燃希望之光。”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
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既是为生命接力，也
是为责任续航。期待相关措施更有力有
效，激励更多人伸出臂膀踊跃献血，让爱
涌动。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智能电视机大多内嵌了多
套不兼容的会员体系，哪怕充了一个会员、再充一个
会员，可能你仍然无法看到你想看的所有影视内容？
日前，有网友发视频表示，“现在的电视机到底是智能
电视还是‘智障电视’？要装宽带、还要装机顶盒，把
这些都搞好能够看我也就认了，但是为什么这个要会
员？那个要充值？”

电视在提供越来越丰富的娱乐功能的同时，也正
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让人捉摸不透。据报道，
智能电视主要有三种场景让消费者陷入“套娃式充会
员”的陷阱，让人“一充再充”：一是不同平台的会员充
值，二是同一平台的不同端口会员充值，三是区分幼
儿内容的会员充值。这些会员充值系统相互交织，甚
至互斥，直让用户“抓狂”。很难想象，电视机有一天
变成了“充值窗口”，而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影视作品呈
现窗口。

此前，综艺“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中的作品《互联网
体检》，讽刺了各种诱导和变相强制消费的互联网套
路，引发了网友强烈的共鸣。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用户
苦互联网套路久矣。互联网的本质应该是便捷化和平
民化，但如果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看电视”这个原
本只需要按一按遥控器的事情，变得异常复杂且充满
消费套路，那么就走向了信息化的反面。

相对于一二十年前来说，现在电视的受众已经明
显减少，除了一些老年人还在通过看电视来打发时间
外，年轻群体已经不再将看电视作为主要的消遣活
动。如果智能电视复杂的会员制度再愈发影响用户
体验，不仅所谓的智能电视最后只能用作一块大型电
子显示屏，甚至连电视机都可能沦为一件家庭装饰
品。对于电视厂商来说，这无异于竭泽而渔。

当然，不同于以往电视台播什么观众就只能看什
么的模式，用户拥有的唯一权利就是选择调台。如今
的电视接入了互联网，用户可以自己选择看具体的电
影、电视剧、综艺、动漫等。后者因为版权的存在，可
以向用户收费，但问题的关键是要合理收费，要让会
员权益、权限都清晰透明，要真诚地提供服务。

若是会员的分类太多，充值的“套路”太多，用户
的钱包不够用了，信任也就会被随之削减。对于绝大
多数观众来说，打开电视机的本意就是休闲消遣，如
今却要处处面临会员充值套路的层层阻碍，无疑是找
气受，久而久之，便没有了打开电视机的欲望。

一些商家看似通过这种复杂繁琐的会员制度盈
利了，实际上却是在透支未来的发展空间。所以，繁
芜过后，还是得让电视回归初衷。说白了，电视最主
要的功能还是播放视听节目，承载过多只会让其丢失
本质，而无视用户的消费体验，也只能将路走窄。

“套娃式”会员陷阱频出，
别让电视机沦为充值窗口
李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