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不耽误我住院报销， 臧
师傅给我家里打了 10多个电话 ，
最后通过同事联系到了我的家人，
要不是她 ， 这次就报销不了了 。
真的不容易， 真的很感谢！” 因病
住院的李师傅一上班就跑到公交
保修五厂办公室当面向厂工会委
员臧慧表示感谢 。 （5月6日 《劳
动午报》）

作为员工的 “娘家人”， 时时
想员工所想 、 急员工所急 ， 处处
事事为员工操心 ， 办实事 ， 做好
事， 从小事做起， 诸如住院报销，
这也是职工操心的烦心事 ， 事关
职工切身利益的大事 ， “操心大
姐” 都放在心上 ， 尽最大努力帮

助解决， 彰显了对员工的关爱。
工会委员 ， 作为员工的娘家

人之一 ， 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
益是其基本职责 。 职工的工作和
生活也都离不开工会委员 这 些
“娘家人” 的关爱和帮助。 员工面
前无小事 ， 员工的许多烦心事 ，
都需要我们予以关注 。 只有工会
委员们多操心 ， 员工才不被操心
事困扰 ， 职工才能安心放心 ； 工
会委员多为员工操心 ， 员工才能
少操心 ， 减少烦劳 ， 才能把精力
用在企业的生产和发展上 ， 从而
形成企业的凝聚力。 “操心委员”
多多益善。

□吴左琼

给“差评”遭殴拷问监督机制
前天中午 ， 乘客杨女士从三

元东桥乘坐专车前往丽都酒店东
门广场。 杨女士称 ， 因司机态度
不好， 她用叫车软件给了司机一
个差评， 不承想遭到司机殴打致
多处挫伤， 背包内的钱包也被抢
走。 司机靳先生表示 ， 双方确实
发生过纠纷， 但他并未打人和抢
劫。 一号专车称 ， 已暂时封禁该
司机 ， 将全额垫付乘客医药费 。
（5月7日 《京华时报》）

近年来 ， 在网购中经常碰到
类似问题， 消费者一旦给了商家
“差评 ”， 便遭到商家恶意报复 ，
电话威胁， 有的一天几百个电话
骚扰， 有的给买家寄寿衣 ， 送棺
材 、 花圈 ， 有的邮寄毒蛇老鼠 ，

还有的商家直接雇人砍伤买家 ，
凡此种种 ， 不一而足 ， 让消费者
“闻差色变”。 如今女乘客称给专
车司机差评后遭殴打 ， 简直是咄
咄怪事， 令人不可思议。

给 “差评” 遭殴打拷问评价
监督机制 。 差评 ， 好评 ， 这一社
会评价机制如今已经严重变味 ，
如果扩大到服务行业 ， 势必造成
评价乱象 ， 信用度虚假现象的发
生 ， 从而造成恶性竞争 ， 构成对
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伤害 ， 应该改
革这种评价机制 ， 找出一个公平
公正的合法科学的评价路径 ， 别
再让消费者 “昧着良心给好评 ，
给了差评处处惊心 ” 的后怕了 。

□丛莲

杨国栋： 在一些旅游景点的许
愿箱或是各大寺庙的功德箱前， 常
会看见很多游客往里面投钱， 希望
求个好运。 不过， 北京自然博物馆
位于一层的恐龙展柜， 竟然也有人
往里投钱， 让不少前来参观的游客
啼笑皆非。 恐龙展柜不是许愿池和
功德箱， 往里面扔钱不仅可能损害
文物， 也是一种极不文明的行为。

■每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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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无性别公厕”
需要文明护航

凌寒： 母亲节就快到了， 借母
亲节推销产品的广告比比皆是， 商
家的过度包装， 疯狂轰炸， 往往使
得原本温情的节日逐渐变味： 当母
亲节成为煽情的营销道具， 节日活动
仅仅停留于高价送礼物， 甚至攀比礼
物， 其实是对母爱和感恩的绑架。

不要让母亲节
成为营销道具

■世象漫说

“前腐后继”

“操心委员”应该多多益善

5月7日 ， 陕西省纪委发布消
息， 商洛市洛南县县长刘明智涉
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组
织调查。 4月24日， 该县县委书记
雷二虎已被纪委宣布涉嫌严重违
纪违法， 接受组织调查。 （5月7
日中新网）

展柜成功德箱
实在是太荒唐

□毕传国

■长话短说

给“跪地吃饭”孩子
一张凳子如何？

天歌 ： 一边是男厕蹲位 “放
空”， 一边却是女厕门口女士捂着
肚子排长队， 打通墙壁， 让厕所男
女通用， 如何？ 在湘江风光带有一
个公厕， 居然是男女共用。 “无性
别公厕” 在解决当下 “如厕难” 问
题上有其特殊作用， 但它需要文明
与管理来保驾护航， 才能发挥其应
有的作用。

□石飞

�来自江苏省建湖县的包工头彭扣成承包位于
济南市经纬嘉园9号楼的一处工程， 雇佣数十名农
民工施工， 2013年3月开工， 次年1月完工。 承包
商已经按工程进度支付工程款及工资总计130万
元。 包工头彭扣成收到工程款后， 只发放了部分
工人工资， 其余款项被他用于赌博挥霍， 直接导
致22名农民工拖欠工资近30万元， 被济南市天桥
区法院判处二年徒刑， 并处罚金二万元。 （5月7
日 《工人日报》）

读到这条消息， 不禁击掌叫好， 济南市对恶
意欠薪的老赖动真格的了！ 如果各地对涉嫌犯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老板 、 承包商 、 包工
头都能这样依法严惩 ， 其威慑力一定骤增 ，
欠薪现象一定锐减， 农民工的薪酬权利一定会有
效保障。

然而遗憾的是， 据报道， 该案是济南市首例
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而触犯刑法的案件。 就媒体
披露的情况来看， 近年来济南市拖欠农民工工资
的案件时有发生， 较为普遍。 去冬济南受理的农
民工讨薪数量是上一年的三倍、 390起， 为4028名
农民工讨回工资5050.2万元。 （1月24日 《生活日
报》）

虽然这是一则正面的表扬性的报道， 但从反
面却告诉人们， 恶意欠薪行为多发， 而被追究刑
事责任者， 少之又少， 用 “治一漏万” 和 “凤毛
麟角” 来比喻， 一点也不过分。

济南的情况可谓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和代表。
去年6月12日 《工人日报》 报道： “‘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罪’ 写入刑法已经3年有余， 但用法律讨回
公道的案例却较少， 个别相关案例变成媒体追捧
的 ‘新闻’， 甚至很多市县至今还没有出现过恶意
欠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

譬如南宁市， 2013年涉及农民工工资案件数
量212件， 涉及5000人； 2014年1月至4月案件数量
达130件， 涉及2563人。 而三年来， 在广西全区真
正以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量刑的案件只有十
余件， 南宁市区只有两件。

又如， 河南省2013年共为17.62万名劳动者追
发工资待遇7.8亿元， 其中为16.74万名农民工追发
工资待遇7.4亿元， 而依法向公安机关移送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案件只有18起， 仅有16名欠薪逃匿者
被追究刑事责任。

从一定程度说，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是
震慑无良老板、 有效遏制欠薪行为的 “杀手锏”。
面对刑法———刑拘乃至蹲牢， 风险之大足以让欠
薪老板诚惶诚恐， 胆颤心惊。 如果这一刑罚能够
得到切实执行， 可以说， 大大小小的老板们， 是
不会恶意拖欠劳动者薪酬的。 问题是， 再严苛的
法律， 如果被束之高阁， 当作摆设， 那也毫无意
义， 风都不挡。

希望更多的地方能够严格依法行政， 敢于善
于运用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这一法律武器治
理欠薪， 并成为常态。 非如此 ， 面广量大的拖
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 ， 那是不可能得到有效遏
制的， 亿万农民工的薪酬权益也是不可能得到有
效保障的。

4月30日 ， 郑州一幼儿园的家
长们发现， QQ空间和微信朋友圈
里流传着自家孩子在幼儿园吃饭的
照片： 不是坐在凳子上， 而是围着
桌子， 跪在水泥地上。 5月5日， 幼
儿园负责人李先生说 ， 发生这事
儿 ， 幼儿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
（5月7日 《河南商报》）

让孩子跪地吃早餐 ， 于心何
忍？ 都说 “再苦不能苦孩子， 再穷
不能穷教育”， 可当一张小小的板
凳成为孩子们的奢望时， 怎不叫人
心酸？

“跪地吃饭 ” 不是个小问题 ，
除了存在安全 、 卫生 、 健康隐患
外， 对孩子幼小心灵产生的强烈腐
蚀作用也不可小觑。 “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 的老道理不用多说， 可
面对 “跪地吃饭” 的孩子， 难道园
方就没有一丁点的羞愧和负罪感？

“没凳子”， 看起来幼儿园很无
奈， 但不是卸责理由。 一张板凳不
过几十元钱， 就算幼儿园的经费捉
襟见肘， 但 “勒紧裤腰带” 先满足
这些基本需求， 恐怕不难做到。 如
果连幼儿园的基本设施都无法保
障， 又何谈教育公平？ 由此而言，
让孩子 “跪地吃饭”， 缺的不只是
钱 ， 更是对孩子的尊重和教育责
任。

谁能给 “跪地吃饭” 的孩子一
张板凳？ 必须在公平的前提下发展
学前教育， 主动承担起财政兜底的
责任， 并切实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
效率。 所有这些， 考量的是教育公
平和责任， 可不能再等下去了。

□徐剑锋

欠薪老赖获刑
应该成为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