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工摩托返乡丧命谁的痛？

天行健VWV007： 春节临近 ，
解酒药旺销 。 商家宣称 ， 吃了解
酒药能放心大胆地喝酒 ！ 记者发
现， 所谓解酒药是带QS认证的普
通食品 ， 多数购买者表示服用后
没啥效果 。 医生称 ， 在医学上还
没有解酒的药物。 为了身体健康，
还是少喝为妙！

□韩睿

■每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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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绘致歉卡
礼仪好名片

司马童： 近日， 泉州台商投资
区百崎乡一鞋厂发生一起劳资纠
纷， 老板担心员工年后跳槽， 使出
暂扣其8000余元工资的 “杀手锏”，
结果引起一场纷争。 “扣薪留人”何
如“叩心暖人”。 所谓“叩心暖人”，就
是经营者切忌抱着“有钱便是爷”的
恩赐心态， 而要善于把尊重和关心
员工放在重要位置， 并通过长期的
言行细节 ，最终取得 “投之以桃 ，
报之以李” 的双赢之效。

与其“扣薪留人”
不如“叩心暖人”

■世象漫说
回归

混得不好不回家太伤老人心

据媒体报道 ， 反腐题材相声
有望在今年的央视春晚亮相。 2月
6日， 来自陕西的相声演员苗阜、
王声进行了第一次彩排 。 据悉 ，
该反腐相声讽刺尺度之大 ， 涉及
题材之敏感， 堪称春晚三十年来
之最。 （２月９日新华网）

解酒药不靠谱
过节不要贪杯

�岁末年终， 在记者分赴各地采访返乡职工时
了解到， 为了多拿钱， 不少职工表示愿意去订单
多加班多的企业， 因为 “打工主要是为了挣钱”。
同时不少企业也拿出 “职工自愿加班” 的理由回
应劳动部门和工会对超时加班涉嫌违法的指责。
记者调查发现， 在加工制造业， 做低计件计时工
资， 是企业诱导工人自愿超时加班的一种手段。
（2月10日 《工人日报》）

加班是一个老话题。 之所以常说常新， 一是
加班的理由众多， 加班的手段多样， 比如这个
“做低计件计时工资”， 就更是奇葩。 这样的事情
频出， 这样的老板频现， 一方面说明我们的劳动
者还很弱势， 为了一个能糊口的工作， 不惜降格
以求， 忍辱吞声； 另一方面也说明， 一些黑心老
板很 “贼”， 总是不厌其烦地钻法律的漏洞， 寻找
各种剥削或者压榨职工的手段， 将自己的利益最
大化。

其实， 这种 “做低计件计时工资” 的手段压
根也不新鲜， 是百货商厦玩腻了的最原始的老套
的办法。 讽刺的是， 有人将此算计在工人头上，
还美其名曰 “加班文化”。 加班文化指一种现象，
即雇员应该在家休息的时候仍然工作。 按词条原
意解释， 加班文化是和人员冗余、 企业收缩、 项
目延迟的经济大气候相联系的。 这意味着工作到
很晚， 生病的时候也照常上班和放弃休假。

如果说， 定义上的 “加班文化” 只是一种经
济现象， 是为 “气候” 所迫， 就像前几年的金融
危机， 还可以让人理解， 且无可厚非， 那么 “做
低计件计时工资， 诱导工人自愿超时加班”， 就完
完全全等而下之， 沦为一种严重的用工陷阱了。
于是， 当小时工资率过低而难以改变时， 劳动者
为维持其基本生活， 只能延长工作时间， 在这种
情况下， 所谓劳动者加班的愿望只能是一种无奈
和被迫。

可见， 即便是劳动者有加班的愿望， 也并不
能掩盖企业超时加班和加班的常态化管理的违法
性。 因为第一， 这是对劳动者健康的侵害。 8小时
工作制， 是人类经过数百年的实践， 按照人体生
物节律科学制定的， 成为一种共识和制度， 为企
业所遵循， 超过这个时间， 偶一为之还不算什么，
但如果变成经常性的行为， 就是一种反科学的行
为。

第二， 这还是违反法律的行为。 正是基于人
体的健康情况， 《劳动合同法》 第31条规定： 用
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劳动定额标准， 不得强迫或
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 《劳动法》 第41条规定：
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 经与工会和劳动者
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 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
时。 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 在保障劳
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
过3小时， 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打着 “加班文化” 的旗号， 企业设置加班陷
阱， 假借职工 “希望、 自愿” 提高待遇而冲击劳
动法律的底线， 这种做法不能容忍。 当务之急，
一是劳动和工会部门对加班行为进行有效监督，
必要时 “严重通牒”； 二是制定适度的底线工资，
不让无良企业 “做低计件计时工资” 迫使工人加
班的阴谋得逞。

□毕传国

2月8日 ， 广西梧州市藤县路
段， 一名由广东江门驾驶摩托车
返乡的民工黄某在途经藤县藤州
镇时， 与一名过路老人发生擦碰，
造成老人倒地被同向行驶的大货
车碾压死亡。 （2月9日人民网）

从春运角度看 ， 农民工大凡
能买票乘车回家 ， 估计没有愿意
骑摩托返乡的， 这都是没有办法
情况下的无奈之举 。 都知道这过
年车票不好买 ， 又想早点回家 ，
加之想省点钱， 才选择骑着摩托
车在风里去雨里来。

恶性事件给人们以惨痛的教
训 ， 使新年祝福语 “平安吉祥 ”
成为泡影。 据广西梧州交警部门
统计 ， 2014年春运期间约有40万
辆次的返乡摩托车经过梧州境内。

2014年节前20天 ， 每天因 “摩托
大军” 造成的交通堵塞达10余次，
最高的一天酿成交通事故15起。

由于春运期间车流众多 ， 路
况复杂， 加上众多路段没设有摩
托车专用车道 ， 滚滚的 “铁骑大
军” 只能挤在货车 、 客车的夹缝
里 ， 长途跋涉 ， 来回跋涉近1000
公里。 在这艰险漫长的千里 “囧
途” 上， “铁骑大军 ” 遇到了各
种险情和艰辛， 安全存隐患。

希望还在路途中的骑摩托返
乡的农民工顺利安全到家， 也希望
国家在可能的情况下， 专门开通农
民工火车， 让他们能在过年之前安
全的到达家里。 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农
民工， 给农民工一点特殊待遇相信
国人会理解和支持的。 □董宏达

�王恩亮 ： 春节 ， 杭州的方女
士一家要去伦敦旅行 。 18个月大
的女儿窝窝第一次坐飞机 ， 一坐
就是 10多个小时 ， 肯定会哭闹 。
大过年的 ， 方女士担心会影响别
人 ， 就以窝窝的口吻 ， 亲手制作
了中英文对照的手绘致歉卡 ， 准
备送给其他乘客。 手绘致歉卡， 无
疑是一张礼仪的好名片。 可以断言，
带着这种 “货真价实” 的中国礼仪上
路， 不管走到哪里都会博得谅解、 理
解和尊重， 都会为国人争得面子， 为
祖国争得口碑。 委实值得我们、 特
别是走出境外的国人好好学习。

昨日凌晨6点刚过，一对父子从
沙坪坝青木关出发，安全抵达老家
湖南省黄梅县龙感湖农场。 此前，
33岁的儿子小陈，15年没和家里联
系，以致户口被注销 。因为办理一
张临时身份证，重庆民警得知他恐
归15年，通知了家人。（2月9日 《重
庆晚报》）

小陈因为自觉混得不好，15年
没和家里联系。要不是为了办银行
卡，需要身份证，而发现其户口被
注销， 或许他15年没回家的事，还
不会被民警获悉。有钱没钱回家过
年， 正成为一个充满正能量的话
题。 而新闻中的小陈15年不回家，
却的确让人大跌眼镜。弱弱地问一
句，混得不好，这是不回家过年的

理由吗？
在混得不好就可以不回家过

年的语境下，到底埋藏了多少亲人
的期盼呢？ 此事的确让人深思，并
折射出父母淡淡的忧伤。 说到底，
还是一个面子问题在作祟，中国人
好面子这一点儿不可否认。 不过，
凡事莫要走极端，且不可因为小小
面子忽视了浓浓的亲情、割断了父
母深深的期盼之情。 还记得诗云，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
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
得三春晖。对常年在外工作的小陈
们而言 ， 在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
际，一定要常回家看看 ，有钱没钱
回家过年。一句话 ，回家就是感恩
父母的最佳方式。 □纪鹏

做低计件工资
就是加班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