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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鹏

近日，“潮新闻”客户端一篇《衣
“旧”有用，你的校服我来穿》文章，让二
手校服再次走入大众视野。其实，聊城
也有类似的循环使用，在一些班级家长
群里，会有寻求或转让二手校服的信
息。如果是旧衣服，大多数情况下家长
会赠送。不过截至目前，聊城还没有大
规模的校服循环使用实践。

事实上，早在 2015 年 7 月，教育部
等四部门就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
2016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
制定的《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
见》提出，在中小学校试点校服循环使
用。北京、安徽、广州等地都有校服循
环使用的先例。

虽然校服循环使用已倡议多年，但
校服真正得以循环使用起来的成功案
例并不多。究其原因，从学生、家长角
度来看，一是思想上的接受程度不一
样，“没必要给孩子穿二手衣服”；二是
旧校服存在卫生问题；三是有需要的情
况下，不知在哪儿换、找谁换，没有统一
的消毒和更换机制等。

积极探索校服循环使用模式，是赓
续艰苦奋斗精神的生动实践，有助于培
养孩子从小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习
惯。这值得我们为之作出努力。

学生、家长在校服循环使用中是重
要参与者，要积极引导学生、家长参与
其中，通过家长交流平台等，帮助有需
要的学生进行校服再利用。同时，也需
要教育部门、学校及社会力量的广泛参
与。一方面，教育部门引领观念更新，

做好校服循环使用宣传，将环保观念融
入学校生活应用场景中，倡导环保新风
尚；另一方面，学校也要制定校服循环
使用办法，如建立旧校服回收检疫、清
洗、消杀机制及规程，让利益相关方多
讨论、多参与，让事关校服的决策更透
明、更开放。此外，市场监管等部门也
应发挥主观能动性，用好考核评价制
度，督促、激励学校积极行动起来，让校
服继续发挥价值。

在笔者看来，校服循环使用是对资
源的有效利用，有助于减少资源浪费，
更是教育的延伸，能让“节约的种子”在
孩子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共同努
力，推动“校服循环使用”这堂环保课好
好上起来，也让“流动”的校服成为学生
扬帆逐梦的青春印记。

校服循环使用，这个可以有

媒 体 观 点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将原10大类132种
职业病调整为12大类135种职业病。目录
新增2个职业病类别，分别为职业性肌肉
骨骼疾病、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

可以看出，这次职业病目录调整的一
大重点，是应急救援人员的职业病防护问
题。创伤后应激障碍是一种严重的心理
障碍，由突发性灾难事件或自然灾害等强
烈的精神应激引起，可引发患者的创伤再
体验、警觉性增高以及回避或麻木等症
状。如果这种疾病不被纳入职业病目录，
那么受此困扰的应急救援人员可能得不
到充分的重视和及时的诊疗，看病费用也
很难得到有效保障。这次职业病目录调
整，补齐了这块短板，让患上这一疾病的
相关应急救援人员能够获得更好保障。
这些英雄冒着巨大的人身安全风险实施
救援，理应获得全社会的关爱与呵护。

据《北京青年报》

“面包发霉致孕妇住院”反转
应是一个反思契机

近日，“孕妇吃发霉吐司宫缩住院”的
消息上了热搜。不过，此事系消费者通过
注入墨水伪造食品发霉及添加毛发伪造
异物问题，并假借孕妇身份伪造住院记
录，因而出现大反转。涉事消费者发布

《致歉信》，承认关于百草味产品存在质量
问题的内容均是其个人编造，是为了向百
草味敲诈勒索以获取不当利益。

这一事件的反转，应成为一个反思契
机——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应如
何发声？网络媒体赋予个人信息传播的便
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将未经核实的信
息随意发布。作为发声者，发布任何内容
前，都应该仔细核实内容真伪，不掺杂个人
的主观诱导，也不捏造事实获取不当利益。

对于公众而言，在就社会热议话题发
表见解之前，也应审视信息权威性，并确认
内容是否合乎逻辑，不应让个人情感或固
有偏见超越事实本身。 据《郑州晚报》

为创伤后应激障碍
纳入职业病目录点赞

近日，北京朝阳区东湖街道望湖社区
儿童乐园里，原本破损的一面围墙变身画
满动物的彩绘墙。据报道，动物墙颇受周
边居民喜爱，许多小朋友专门来打卡拍照。

彩绘动物墙既装点了孩子们的户外
生活，也温暖了小朋友的心。而最令孩子
们骄傲和自豪的，是这面墙不仅是他们的创
意，还留下了他们的笔迹。据报道，在望湖社
区，有一个由孩子们参与议事的“小阳光议事
厅”。在社区征集乐园设施更换意见时，孩子
们提出把墙面变生动的想法；意见被采纳后，
孩子们又配合设计师参与涂色。教育界有
个提法，蹲下来和孩子说话，才更利于平等
交流。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管理者只有
蹲下来，才能知道孩子需要什么、想要什
么，怎么让他们参与到规划建设中来。从为
儿童决策到与儿童一起决策，再到采用儿童
的决策并让儿童一起参与建设，望湖社区这
面动物彩绘墙上，也画出了儿童友好型城市
建设的新思路。 据《北京晚报》

用“一米视角”
点亮儿童空间

□ 秋实

□ 辛音

□ 任思凝

设立学霸就餐区，不可取！ 徐民 作

□ 郝凯

据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官方微
信消息，前不久，甘肃和江苏两地公安
网安部门快速处置了一起在网络平台
发布不当言论侮辱革命先烈刘胡兰的
案件，对违法行为人依法作出处罚，并
永久封禁有关网络账号。

这并不是个例，近年来，污蔑、诽谤
英雄烈士的行为时有发生，此举损害了
公共利益、伤害了公众情感。这不由引
发笔者思考，我们在纪念烈士的时候，常
说“你若记得，他们就永远活着”，可是，只
凭“记得”就够了吗？这些在网络上或者
现实中，发表污蔑烈士言论的人，他们当
然“记得”这些烈士，甚至清晰地“记得”

那段历史，但他们内心却不相信——他
们不相信那些勇敢无畏是来自内心的
力量；他们不相信那些牺牲清澈纯粹；
他们不相信那些前赴后继源自不灭的
信念之光。

这种只记得却“不相信”的人，或许
你也碰到过。和平了太久，以至有人忘
了它的珍贵，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多了，
相信“大无畏”对他们来说太难，相信所
谓“人性”却很容易。

所以，仅仅“记得”还远远不够，更重
要的是“相信”，“相信”才能真正对抗遗忘。

12 月 18 日，聊城革命烈士纪念馆
开馆仪式举行。聊城是革命老区，据统
计，全市仅登记在册的聊城籍以及在聊
牺牲的烈士就有一万四千多名，他们是

中华民族的英雄和脊梁。从血雨腥风、
战火纷飞的革命时期到意气风发、激情
燃烧的建设时期再到波澜壮阔、生机勃
勃的改革时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聊城都涌现出一批充满了牺牲精神、在
全国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英雄人物
和事迹。因为相信，使得这块热土英雄
辈出，也让生活在这里的人民始终矢志
不渝坚持对信仰的追求，涌动着永不褪
色的精神力量。

有形之碑，矗立在烈士纪念馆的广
场上；无形之碑，应该矗立在一代代聊
城儿女的心中。求生，是本能；舍生，却
是人性的光辉。相信英烈，相信牺牲的
价值，一句“我相信，我永远相信”或许
才是对烈士更好的告慰。

相信才能对抗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