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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未成年人远离“容貌焦虑”

微声音

非常道

热浪袭来，高温作业下的劳动保护

引发公众关注。根据《职业病分类和目

录》，被认定为职业性中暑后，劳动者可

以进行职业病诊断并申报工伤。然而，

记者采访了解到，部分劳动者虽然是在

工作中确诊热射病，想要认定工伤、享受

工伤保险待遇却“有点难”。（8月11日

《工人日报》）

自7月份以来，全国多地处于“炙烤模

式”，致使不少高温作业劳动者重度中暑，

有的因中暑无法继续工作，有的因中暑需

住院治疗，有的甚至因中暑不幸死亡。

按理说，高温作业劳动者重度中暑，

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但根据浙江省

绍兴市疾控中心最新公布的数据，近两

年，绍兴仅有 11 人因中暑申请职业病诊

断，而仅2021年绍兴就报告中暑病例556

例。2019年，湖北省武汉市高温中暑报告

病例为572例，但只有一名劳动者申请了

职业病诊断。这说明，高温作业劳动者一旦重度中

暑，真正能申请职业病诊断的寥寥无几。

按照《职业性中暑诊断标准》，根据高

温作业的职业史，出现以体温升高、肌痉

挛、晕厥、低血压、少尿、意识障碍为主的

临床表现，结合辅助检查结果，参考工作

场所职业卫生学调查资料，综合分析，排

除其他原因引起的类似疾病，可诊断为职

业性中暑。

要化解因公中暑“工伤认定”难题，还

需“多方发力”。首先，劳动保障部门应积

极为因公中暑劳动者“撑腰”，并通过法律

途径为劳动者“工伤认定”提供强有力的

支持。其次，工会组织作为劳动者的“娘

家”，要“多跑腿”，尽心尽力为因公中暑劳

动者争取“工伤认定”。其三，劳动者一旦

因公中暑，就应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与用

人单位协商“工伤认定”，以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当然，用人单位更应自觉主动地按

照相关规定和要求给予因公中暑劳动者

办理“工伤认定”。 叶金福

因公中暑“工伤认定”不该是一道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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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全省新能源

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产

业提质扩量增效，打造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新能源

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产

业集群，安徽省发改委印

发《支持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提

质扩量增效若干政策》（以下简称《若干政

策》）。8 月 10 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

布会，就《若干政策》相关情况进行解读。（8

月11日本报03版)

安徽拿出真金白银，加快锻造新能源汽

车生态“强链”，助推产业提质扩量增效，可谓

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多赢之举。表面看是一项

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行业政策，但受

益的却不仅仅是一个行业或相关企业，而是

整个社会和全体消费者。

目前，全球能源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

大力发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是解决能源、环

境问题的有效途径。在不断攀升的油价困

扰、节能减排的技术难题以及金融危机的威

胁面前，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

业，毋庸置疑是推动节能减排的有效举措。

安徽拿出真金白银，加快锻造新能源汽车生

态“强链”，更是顺应时代要求，推动节能减

排的明智之举。政策出台只是第一步，最关

键的还是执行。有关部门要加快政策的落

实，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助推产业提质扩量

增效。

近年来，国家越来越注重环保减排，节能

降碳。由于政策层面的助推，新能源汽车发

展势头强劲。公安部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

6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1001万辆，

占汽车总量的 3.23%。2022 年上半年，新注

册登记新能源汽车同比增超100%。

面对新能源汽车迅猛发展的良好态势，

我们不能只是一味地欣喜，应该看到新能源

汽车售后服务还有许多“必答题”。首先要统

筹补短板锻长板,加快动力电池、操作系统、

汽车芯片等关键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突破,进

一步增强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其次要加快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破解

老旧小区、高速公路“充电难”问题,提升公共

领域车辆电动化水平。此外，要健全动力电

池回收利用体系,提升回收比例和利用效

率。创新多种服务模式，切实提高服务水平，

更好维护消费者权益。

在我国“双碳”战略引导下，以新能源为

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与新能源汽车协同发展

成为必然。新能源汽车产业前景广阔却也任

重道远。 栗 水

加快锻造新能源汽车生态“强链”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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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惬意的人生，是做真实的自己

走在人生路上，总是会遇到不同的路

口。朝东朝西，只是刹那的决定，却足以影响

一生。可是无论怎么选，都不一定满意。既

然如此，不如放开心思做真实的自己。坚持

自己的设想，大胆探索，勇敢尝试，即使失败

跌倒也无所谓。有些结果，试了才知道，有些

事，必须经过才懂得。结局好坏都要开怀。

人生路上，无论困难多么强大，相信一切皆可

战胜。 @新华社

更新自己最重要的三件事

生长变化既是世间万物运行的规律，也

是事物得以适应世界发展的最好方式。人的

一生，同样如此。一成不变，只会将自己困在

原地；懂得自我更新，生活才会是丰盛灿烂的

模样。1.更新思维。思维决定行为，改变命运

的起点，在于改变思维。2.更新观念。学会更

新观念，是一种能力，更是与自我达成和解的

过程。3.更新学识。停止学习，如同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人民日报

据了解，许多青少年都面临着不同

程度的“容貌焦虑”。有调查显示，如今

每到寒暑假、毕业季，都会出现学生扎堆

整容的现象，“00后”已成为医美消费的

主力军。近日，记者尝试在多个社交、短

视频APP上搜索发现，“暑假整容”“暑假

变美”“暑假变瘦”等，都是近一个月的热

门话题。（今日本报11版）

通过整容让人外在条件变得更美

更好当然是件好事，但是盲目、过度地

整容，却可能物极必反，尤其是当“整容

热”在全社会形成了一种“容貌焦虑”，

乃至蔓延到未成年人身上时，就应引起

我们的警惕。

未成年人整容是一件弊大于利的

事。首先，未成年人没有工作和收入，整

容费用需要父母来承担，加重了家庭的

经济负担。其次，未成年人还在长身体

阶段，整容整形所面临的风险更大，安全

隐患也更多。

未成年人对整容趋之若鹜，背后的

原因则是“容貌焦虑”在全社会的蔓

延。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需要

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引导，树立正确、健

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帮助他们远离“容

貌焦虑”。

营造“容貌焦虑”气氛，诱导更多人

走进整容整形机构，正是一些整形美容

机构的惯用伎俩。他们以“用半年工资

改变自己，漂亮了每一分钟都是运气”

等推文，在年轻人中实现“整形种草”。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2021 年 11 月

曾发布《医疗美容广告执法指南》，重

点打击制造“容貌焦虑”等广告乱象背

后的九类情形。但仍有一些医美机构

在打擦边球，以“面部美学”的名义讨

论美，看起来是在做科普，实则制造

“容貌焦虑”并借机牟利。

所以除了需要市场监管部门加强

市场监管，严格执法，遏制医美机构营

造“容貌焦虑”之外，关键还是需要从学

校和父母的角度，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

育和引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容貌

观”，自觉抵制“容貌焦虑”。 苑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