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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招聘平台投递简历后，应聘者屡遭陌生来电和短信骚扰，内容多为介绍“贷款”
“博彩游戏”“兼职刷单”等信息。应聘者怀疑，个人信息通过招聘平台落到他人手中。

有卖家称，不同平台的简历价格不同，总体来说，一手实时简历每份3.5元左右，二
手简历每份1元左右。“多的时候，一天能挣几千元。”

律师表示，在售卖简历产业链中，无论是售卖简历者、售卖企业账号者、提供简历
提取技术者还是购买简历者，均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 据12月7日《新京报》

□ 罗志华
近日，山西省人大常

委会会议审议通过《太原
市医疗急救服务条例》，条
例将于下月起实施。条例
明确，市、县人民政府应当
支付抬担架服务费用，每
个医疗急救出诊车配置2
名担架员，向患者免费提
供搬抬和协助现场急救服
务（12月7日新华社）。

过去，抬担架费用会
记入急救账单，由患者付
费。如今，太原市通过立
法的方式，要求将包括抬
担架费用在内的急救事项
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这就意味着，抬担架在太
原将成为免费的公共服务
项目。抬担架单次费用不
多，但此次立法中几项政
府“买单”的急救费用相
加，是不小的数额，足以体
现相关政策的暖意。

此举除了让患者在经
济层面获得实惠之外，还切
中了急救方面的一个关键
点。通常情况下，抬担架面

临的主要问题不是“费用由
谁出”，而是“由谁负责抬”。
有时候，即使患者愿意出
钱，也可能面临请不到人
抬担架的窘境。让患者家
属找人抬？但不是每位患
者都有几位热心邻居。救
人如救火，没有专人负责抬
担架，医生到了急救现场难
免手忙脚乱。由医务人员
抬？这是过去通常的做法，
但有时楼层太高，又没电
梯，医务人员抬担架不仅体
力不支，而且会影响急救。
在急救人员本就不足的背
景下，将抬担架的责任推给
医务人员极为不妥。因为
影响急救效率而引发的纠
纷，此前并不少见。有时
候，患者盼来了急救人员，
却一时下不了楼、出不了
小区。

此前有报道称，一位
患者在飞机上突发重病。
救护车到场之后，患者却
迟迟不能被抬下飞机。原
因竟是谁都没有抬他下飞
机的法定责任。此事一度

在网上引发“由谁来抬担
架”的讨论。

政府为抬担架费“买
单”，顺应民众诉求，不仅
减轻了患者负担，而且在
急救队伍中补充了身强力
壮的抬担架人员，急救体
系将变得更加健全。此
外，此举可增加就业机会，
让急救分工更加细致，急
救的专业性也随之提升。
最关键的一点是，此举拆
除了一根导致社会纠纷的
导火索，有利于营造更加
和谐的医患关系。

优化社会管理模式、
提升社会服务水平，需要
针对民生痛点出台对策。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民
众对于社会服务质量的需
求也水涨船高，在财力允
许的情况下，为公共服务
扩容、向社会提供更多免
费且优质的公共服务产
品，应成为改善民生的优
选。医疗急救服务关系到
每个人的生命健康，很有
必要加大财政投入。

政府为抬担架费“买单”切中急救痛点
此举拆除了一根导致社会纠纷的导火索，有利于营造更加和谐的

医患关系。
优化社会管理模式、提升社会服务水平，需要针对民生痛点出台对

策。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为公共服务扩容、向社会提供更多免费且优
质的公共服务产品，应成为改善民生的优选。

求职简历给网站，
陌生来电响不断。
招聘平台须自律，
守土有责除隐患。

□ 张志龙
近来，大葱、生姜等调

味类蔬菜价格涨幅较大，
甚至较往年走出翻倍行
情。葱花、姜丝吃不了多
少，但也是百姓“菜篮子”
里必不可少的品种，量足
价稳是民生所盼，不能总
被“姜一军”。

这几年，蔬菜、肉类等
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不时
发生，影响到农民的正常
生产秩序和农产品的供求
周期，增加了市民的消费
支出，增强社会对价格通
货膨胀的预期。“姜你军”

“蒜你狠”“向前葱”等调侃
的背后，是老百姓对农产

品价格的关切。
蔬菜“过山车”行情中

有供求的原因。今年的生
姜、大蒜涨价和去年猪肉
价格上涨类似，供不应求
导致价格上涨。以生姜为
例，去年我国生姜产地经
历了干旱、雨涝等不利天
气，生姜产量锐减；今年鲜
姜虽已收获，但供求间又
夹杂了存储习惯、观望心
态等多重因素。

蔬菜流通环节成本
高，更给菜价波动加码。
社会普遍反映的农产品产
销不对接、从农民“菜园
子”到市民“菜篮子”，经
过“菜农-菜贩-产地批发

商-长途运输户-销地批
发商-菜贩-市民”等中间
环节，物流成本居高不下、
生产信息指导不足等深层
次矛盾，空喊多年仍难根
本解决。

菜贱伤农，菜贵伤民。
价格忽高忽低，难以保证
农民有稳定的种菜收益；
蔬菜价高，影响了城乡低
收入群体的生活质量。为
了保护老百姓的“超市自
由”，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
农业信息体系、重视流通
尤其是批发环节的调控、
着力生活必需品供给的稳
定、消除可能的囤积居奇
等工作势在必行。

不能总被“姜一军”

□ 徐刚
12月5日，有网友爆料在安徽

阜阳西到合肥南高铁上，一名男子
想给手机充电，要求邻座女子让
座。邻座女子不同意，男子多次言
语指责女乘客，并称“我身份比你
高得多了”“就应该让我坐”“你（要
是）在我单位，我早就把你开掉
了”。（12月7日《新快报》）

高铁越来越像一面照妖镜，公
众文明素质的高低、言谈举止的雅
俗，在这一特定场合表现得淋漓尽
致。强行要求别人让座，炫耀自己
的身份，如此飞扬跋扈的行径实在
是令人不齿。

作为一个社会人，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身份。但在不同的社会环
境中，身份又有着不同的内涵。以
这名“身份比你高多了”的高铁乘
客为例，在政府部门或者企业内，
或许会因职务获得别人的尊重，但
在高铁上，大家都是乘客，彼此并
无什么上下级关系，身份高低也因
此失去意义。

身份存在于特定群体，代表着
一定的权力和地位。可很多时
候，一些人过于看重自己的身份，
以大压小，恃强凌弱，身份此时就
变成了一种特权。这名强行要求
别人让座的高铁乘客，很显然就
是一个把身份奉为尚方宝剑的
人。无论这份权力是真是假，管
中窥豹，其动辄“你要在我单位，

我早把你给开掉了”，似乎已透露
出其在职场惯性的霸凌与身份压
迫的“本色”。

动辄以领导自居，时时强调自
己的身份，处处显得高人一等，这
其实和暴发户的心态非常类似。

“身份论”的背后其实还是传统的
“官本位”思想和特权思想，可为什
么这种充满优越感的“身份论”到
了高铁这样的场合，到了陌生人的
面前，突然就不好使了呢？这名乘
客恐怕没有意识到，以“身份比你
高多了”自居，非但无法彰显“脸
面”，反而将自己的低素质暴露
无遗。

高铁属于公共场合，这种陌生
人之间的交往，其社交礼仪应遵循
平等互利的原则，而不是以身份高
低论输赢。一般而言，高铁让座只
要以诚相待，有话好好说，乘客一
般都能互相体谅。对号入座，文明
出行。这句话大家已经耳熟能详，
真正做到却并不容易。高铁、飞机
之上屡屡出现的不和谐音符，与其
说是一种意外，不如说是一种文明
的伤口。

尊老爱幼、文明礼让、互帮互
助，有时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
不容易。在公共场合，我们需要遵
守的是公共社交礼仪，要谨记人人
平等；我们真正想听到的不是“我
的身份比你高多了”，而是“我的素
质比你高多了”。

“身份高”的霸座言论暴露了低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