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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孙子无证驾驶，给这位爷爷点个赞

       近日，四川自贡。
交警接到一老人报警称
孙子常无证驾驶摩托飙
车，十分危险，希望交
警帮忙管一下。经查，
老人的孙子董某无证驾
驶车辆，民警对其批评
教育，并传唤其接受处
理。（10 月 20 日 澎湃
新闻）
       平心而论，处于青
春期的少年或多或少都
有些叛逆性格，他们听
不进父亲母亲的逆耳忠
言，更听不进爷爷奶奶
的好言相劝，看到孙子

无证驾驶摩托，还到处
飙车，爷爷的劝告是无
力的，也是无效的。面
对“不听老人言”的孙
子，老人肯定心急如焚。
出于对孙子安全的担
心，老人决定“大义灭
亲”，果断报警寻求警
察帮忙教育孙子。
       因为无证驾驶机动
车，是一种严重的交通
违法行为。因为未经过
专业的培训，缺乏必要
的交通安全知识，极易
引发交通事故，严重扰
乱交通秩序，威胁自己

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
全。像这位老人一样，
“大义灭亲”举报孩子
无证驾驶的家长还有不
少。
       今年 7 月，安徽芜
湖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
速一大队接到一起警
情：报警人称他的儿子
王某因琐事与父亲发生
争执后，用备用钥匙在
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
情况下，偷开着家里的
车上了高速，恳请交警
部门予以拦截。交警部
门依法对王某无证驾驶

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作
出罚款 1000 元、行政拘
留 10 日的处罚；今年 8
月，浙江义乌的小伙子
小楼正在考驾照，就经
常背着家人偷偷地把车
子开出去过手瘾，其父
亲因担心儿子闯大祸，
在劝说无果的情况下，
直接带着儿子小楼来到
江东交警中队自首。
       爷爷或父亲举报孙
子或儿子无证驾驶，其
目的就是想借助警方的
力量对孩子进行教育。
毕竟家长对孩子的教

育，可能被孩子当成
耳边风，但警方的教育
却具有法律的强制性特
点，能给被教育者留下
终生难忘的印象。
       这种“大义灭亲”
的举报，归根到底还是
为了孩子好，为了治病
救人，最终促使孩子遵
守交通法规，远离交通
事故。如果做家长的对
孩子无证驾驶熟视无睹
或者纵容支持，最终换
来的可能就是车毁人亡
的悲剧。

█维扬书生

超龄被辞退，环卫工权益如何保障？
       近日，有西安网友
反映称，当地多名环卫
工因年龄大被辞退。这
也导致部分人年过七
旬，却无法享受养老待
遇。10 月 14 日，当地
街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此问题是政策遗留
问题，目前正在向上级
反映，积极协调。（10
月 18 日 《新京报》）
       据了解，这些环卫
工在当地的保洁岗位都
工作了十年以上。不过，
十多年来，他们没有社
保、没有养老保险，且
都在这几年被辞退。从
过去到现在，各地的环

卫工作者一般都为年龄
较大的群体，且大多以
“临时工”为主，每月
只能得到固定的工资，
大多数并未缴纳社保，
等到反应过来时，早已
过了缴纳社保的年龄。
       环卫工群体同时兼
有“大龄、学历低、社
会底层”这几个特点，
这也是他们成为社会弱
势群体的主要原因。
2018 年，郑州小区保
安乱倒建筑垃圾被劝后
竟对环卫工拳打脚踢；
2019 年连云港一名环卫
工在工作途中被撞，肇
事者和用人单位拒不赔

偿；2021 年 8 月山东莱
芜 300 多名环卫工人被
拖欠工资长达四个月。
近年来关于环卫工的社
会新闻频发，这也反映
出他们在社会中不仅遭
受身份歧视，还难以保
障自己合法权益的现
状。
       在环卫工超龄被辞
退这件事上，其本人也
有一定的责任，由于年
龄大、学历低而不能及
时获知国家政策，运用
合法手段维护自身权
益。抛开环卫工自身的
原因，当地相关部门和
外包的环卫公司更是难

辞其咎。首先，过去相
关政策不明确，环卫工
工资较低，导致其缴纳
社保的积极性不高。其
次，外包公司没有明确
告知环卫工缴纳社保的
情况，含糊其辞，让想
交的人也错过了最佳时
间。
       为避免此类现象再
次出现，环卫公司必须
做好自身的工作。告知
环卫工有无缴纳社保，
让工作了十几年发现自
己没交社保的情况不再
出现。另外，有关部门
可以为年龄偏大的环卫
工开设“前补后延”的

政策，为有需要的人变
通规则。对于已退休但
无社保的环卫工要给予
相应的权益补偿，引入
保险、基金类产品，通
过稳定收益让其获得养
老收入。
       此次环卫工权益受
侵的问题上，有关部门
也已向上级积极反映，
希望能够因地制宜拿出
新办法妥善解决，让退
休环卫工能够真正“老
有所养”。

█程晓

山东单县现“脑中风村”，村卫生室不是法外之地

       近日，央广新闻热
线 400-800-0088 收到群
众反映称，在山东菏泽
单县莱河镇崔口村，村
民名下的城乡居民医保
账户近五年来莫名出现
多次脑中风的医保结算
记录。
       事情暴露后，据
部门初步排查，崔口
村 2000 多名村民起码
有 37000 多条医保结算
记录存在问题。而且不
止这个村，类似情况在
其他村庄也不同程度存
在。现阶段，单县已联
合公安、卫健委等相关
部门介入调查。
       不管是单县医疗保
障局局长所说的，可能
是因为早期使用系统中

操作不当导致出现与事
实不符的疾病名称，
还是向众多村民怀疑
有人联合骗保，这件事
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问
题——村级单位的医疗
机构审核存在巨大的漏
洞。本次事件规模之大，
涉及时间跨度有五年之
久，最后揭发还是靠村
民偶然发现，追责要靠
村民联合向新闻热线反
映，这每一项都证明了
当地对村级医疗机构的
审查实在是薄弱。只要
是稍微有点监察，或者
后期审核，就能发现这
个“脑中风村”的存在。
       据报道，单县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信息
系统页面，只要输入村

民姓名和身份证号，村
医就可以开处方药物医
保。部门每月只审核乡
镇卫生院上报的医保结
算数据，不具体审核村
级卫生室的相关数据。
或许正是这样的简单甚
至称得上简陋的信息管
理系统，长期缺席的审
核关卡，让这等荒谬的
错误一路飙车，愈演愈
烈。
       现阶段，筛查审核
出错误的就医记录，尽
快改正错误，减少受害
村民的影响的确是第一
要务。同时要坚持将
这件事发生原因彻查
到底，还原事情发生的
前因后果，追责到位。
但最重要的以此为鉴，

建立更加全面的医疗保
险的信息管理系统和审
核制度，将基层的信息
系统也纳入到监管范围
之中，可以将基层的信
息数据与更高层次的医
疗单位互联。相关单位
要定期审核上报村卫生
室的各种情况，检查医
保信息的数据和资料录
入、采集及传达是否真
实、准确、完整，医疗
保险的使用状况是否与
实际相符，对于一些异
常的情况尤其要重视，
必须实地检查并且核
实，发现问题后要严惩，
加大通报处理的力度。
       同时要重视村级的
卫生室的规范问题，要
求所有的村卫生室按照

规定悬挂张贴医保标识
标牌和意见反应渠道。
对村卫生室的从业人员
加大医疗保险的培训和
考核力度，更新和完善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
信息系统页面，要求开
药过程更加严谨。
       村级的卫生室是广
大城镇居民看病的一大
选择，是党十九大提出
的实施乡村振兴政策中
的一大重要内容。因此
我们更要重视村卫生室
的管理和升级，为百姓
提供更好更舒心更放心
的医疗卫生服务，不能
让村卫生室成为医保审
查的法外之地。

█徐欣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