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武汉一高校在校园内
修长城 ” 的帖子在网络上疯传 ，
帖子中附带了长城的相关照片 ，
不少网友表示震惊甚至质疑校方
炒作。 校方称： 学校已投入260多
万元 ， 下一步将进行 “文化 装
修”。 (4月16日 《长江商报》)

大学是人类文明传承高地， 良
好的深造环境， 增添必需的设备、
设施也是不断提高大学的办学水
平途径之一 。 但是 ， 传承校园文
化就花费400万建个 “长城 ”， 笔
者只能感叹此大学财大气粗 ， 如
此校园文化 ， 过于奢侈 ， 没有一
点校园文化的含金量。

花费巨资校内建长城， 除了另
类和吸引眼球外 ， 没有一点实质

性意义 。 不免产生疑问 ： 是为了
建设校园文化还是博人眼球 ？ 是
为了满足某些人的政治私欲还是
有人想借此捞得经济实惠 ， 中饱
私囊 ？ 我们不得而知 。 但是 ， 不
得不说， 花400万 “建长城” 得来
的校园文化有点过！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校园
文化也不是 ‘建长城’ 炼成的”，
高校文化是长期实践， 经过历史的
积淀、 凝练、 发展而成， 而不是校方
的一时冲动， 靠 “砸钱” 得以收获
的。 如果学校把资金用在 “刀刃”
上， 多做点普惠学生的实事， 而不
是一味追求校园的 “大、 新、 奇”，
也就不会出现高校因 “奇招” 迭出，
不务正业而饱受争议了。 □吴左琼

紧锁的工人休息室到底为谁建
自2013年至今， 福州鼓楼区已

陆续建成 25处 “城市 工 人 休 息
室”， 室内家具、 电器齐全， 环卫
工们欣喜地将其当成自己的一个
“家”。 但昨日 ， 有读者致电本报
热线称 ， 这些休息室大多大门紧
锁 ， 有些甚至建成至今从未投入
使用。 （4月16日 《海峡都市报》）

高温期间室外工作， 一会儿就
可能汗流浃背 ， 对于在室外劳作
岗位上的人来说 ， 哪怕只有一丝
的阴凉都尤为宝贵 。 谁能想到原
本体现城市关爱的环卫工休息室，
却长年累月 “铁将军 ” 把门 ， 有
的则以多种变相的限制性 、 惩罚
性措施 ， 让环卫工不敢 、 不能进
入和使用休息室 ， 环卫工依旧没

有挡风、 避雨、 御寒、 歇脚之地，
直叫人不能不痛心诘问 ： 这些摆
设到底为谁而建？

环卫工休息室沦为摆设可谓
由来已久 ， 从建设之初便程度不
等地存在， 尽管屡遭环卫工抱怨、
围观者吐槽、 公众舆论无情批评，
但依旧没有得到实质性改观。

要使环卫工休息室成为室外
劳动者的温馨港湾 ， 终结建而不
用或者挪作他用的不堪局面 ， 固
然首先要求相关部门切实确立起
以人为本的管理和服务理念 ， 更
重要的必须建立健全检查、 考核、
问责机制 ， 不能容许再将惠民政
策 、 资源当成装点政绩门面的摆
设。 □范子军

前溪： 公安部表示驾照自学直
考年内试点， 无论是从保障公民的
权益， 还是从打破驾校的垄断， 减
少 “驾考腐败” 来说， “驾照自学
直考” 都是值得一试的。 此举有着
现实的积极意义， 科学的做法是，
先晒出 “方案”， 让公众评论， 及
时吸纳公众的意见。

■每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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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终结“扶不起”
需要法律补位

钱夙伟： 宁波市公交388路驾
驶员徐杰， 像往常一样来到公司总
调室考勤机前刷卡签到， 不过签到
的方式非常特别， 他可以根据自己
心情和身体状况选择是否上班。 据
悉， 这种签到方式叫 “情绪签到”。
“情绪签到” 凸显出人文价值， 把
员工首先当成一个 “人”， 有这样
的认识， 管理者才能真正地尊重、
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员工。

员工“情绪签到”
凸显管理人性化

■世象漫说
治懒政

校园文化不是“建长城”炼成的

尽管一些地方经济发展任务很
重， 但有些干部却把经济转型当做
“挡箭牌”， 认为可以顺其自然， 放
任不管。 一些本该推进的项目延误
了， 本该完成的计划搁浅了， 本该达到
的标准降低了。 为刹住这股 “为官不
为” 之风， 一些地方正探索并陆续出
台相关文件， 加大惩处庸政、 懒政
行为， 推出 “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
等制度。 （4月16日新华网）

驾照自学直考
此举值得一试

�中共中央、 国务院近日发布的 《关于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的意见》， 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的纲领性文献。 如何构建
这项系统工程， 《意见》 给出了明确的工作原则，
其工作原则首先要求： “———坚持以人为本。 把
解决广大职工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 切实维护其根本权益， 作为构建和谐劳动关
系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企业年金制度欠公平欠公正， 属于当下广大
职工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多年
来， 企业年金几乎沦为少数国企员工的专利， 让
全国亿万职工深感纠结和不平。 年初 《机关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 出台，
全面实施职业年金制度， 这让广大企业职工更加
焦躁不安。 为了有效维护广大企业职工切身利益，
对企业年金制度亟需进行针对性的调整， 否则，
势必不利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企业年金”， 原名 “企业补充养老保险”，
是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 企业自愿参加， 买多
高的档次， 给哪些人买， 均由企业自主决定， 积
累的基金供职工退休后享受， 最早由1991年6月26
日发布的 《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
革的决定》 予以规定， 继而写入 《劳动法》， 2003
年12月30日劳社部发布 《企业年金试行办法》， 从
此， “企业年金” 在我国得以正名。

在此十年的演变中， 其根本原则始终未变：国
家鼓励，企业自愿。此项政策出台至今已经20多年
了，但其落实的情况却让人遗憾。据新华社报道，截
至去年底， 全国企业为职工购买企业年金的人数，
仅占全国职工总人数的6%。 而且购买的基本上都
是国有企业，非公企业几乎一片空白。既然是自愿
参加，哪家老板甘愿掏钱？公有企业尚且“凤毛麟
角”，非公企业一片空白也就不难理解了。

机关事业单位推行职业年金制， 据有关方面
解释， 就是为了和企业年金制 “并轨”。 事实上，
两者制度设计大相径庭。 机关事业单位的职业年
金制是强制的， 企业年金制是自愿的； 前者由财
政和个人各出一半钱， 后者是企业和个人出资。
如此一来， 由财政供养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 肯
定百分之百享受职业年金， 而绝大多数企业职工
仍将与企业年金无缘。 这种不公平的状况， 显然
不符合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精神。

首先要做的是， 整合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两
项制度， 将企业年金并入职业年金的发展轨道，
从根本上防止补充养老保险领域出现新的 “双轨
制” 现象。 企业年金也要实行强制性， 不能由企
业自愿参加。 不然， 绝大多数企业尤其是非公企
业职工被排除在企业年金之外的尴尬窘况终难改
变。 两者缴费标准也要统一， 以机关事业单位职
业年金为准： “单位按本单位工资总额的8%缴
费， 个人按本人缴费工资的4%缴费。”

这样的 “并轨”， 会带来另外一个难题。 企业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水平已经让企业和劳动者勉为
其难， 如果再强制要求其购买企业年金， 势必负
担更重。 解决这个矛盾， 需要政府社会保障基金
提供支持。 譬如， 企业年金的8%缴费， 可豁免一
半， 即单位按工资总额4%缴费， 个人按本人缴费
工资的2%缴费， 另一半由财政弥补。

总而言之，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亟需完善企业
年金制度， 需要有关部门拿出让广大企业职工满
意的方案。

□毕传国

■长话短说

“一角钱官司”
是维权好榜样

企业年金公平
方是和谐利器

祝建波： 福州一民警出警返回
途中， 遇见骑电动车的两名老人摔
倒在地， 连忙上前询问伤情， 没想
到摔倒的老人却一口咬定是为了避
让警车才摔伤。 幸好路边的监控视
频拍下事发经过， 还了民警清白。
当道德力量很难终结摔倒老人 “扶
不起 ” 的问题时 ， 法律就应该补
位， 在设立相关法规讹人者进行惩
戒的同时， 也要为好心人撑腰。

5.9元/根的酱骨头 ， 结账时却
成了6元/根。 合肥市民吴女士一怒
之下， 将华润五彩城内一餐厅诉至
法院， 目前法院已受理此案。 （4
月16日 《安徽商报》）

为一角钱打官司 ， 消费者的
“较真 ” 令人钦敬 。 区区一角钱 ，
自然是小钱， 然而背后却是商家的
价格欺诈。 对价格欺诈寸步不让，
消费者的 “较真”， 不是意气用事
而是法律意识的体现 。 合肥这个
“一角钱官司”， 其意义远超出经济
价值本身。 这件事情， 也令所有消
费者扬眉吐气， 而合肥这个 “较真
女士”， 更是每个消费者的好榜样。

“一角钱官司 ” 也给我们更多
启悟。 违规商家弄虚作假， 坑蒙欺
诈， 心虚得很， 一有风吹草动， 就
如惊弓之鸟 。 他们所指望和倚仗
的， 恰恰是消费者不去较真。 事实
上， 违规商家玩的猫腻， 消费者眼
明心知， 但担心较真太麻烦， 往往
睁只眼闭只眼， 只是 “郁闷” 一下
也就作罢。 而只有消费者义无反顾
的 “较真”， 商家才能真正感受到
痛， 知道猫腻玩不得了。

规范市场秩序 ， 净化消费环
境， 监管部门责无旁贷， 理应深入
一线 ， 贴近消费前沿 ， 明查加暗
访 ， 围绕商品 、 服务的质量 、 价
格， 不放过蛛丝马迹， 对宰客行为
露头即打 ， 而消费者的 “较真 ”，
也是不容忽视的力量。 每一个消费
者都较真 ， 违规商家一定走投无
路。 □奚旭初

□石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