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镇海公交站台50余块玻璃损
毁 ， 损失10余万 ， 警方通过监控
锁定嫌疑人 ， 男子称弹弓打玻璃
是为了寻开心 ， 有时等红灯好无
聊就露一手。 （5月21日 《现代金
报》）

作为公司的老板顾某， 擅长射
击， 退伍后一直酷爱弹弓 ， 经常
拿弹弓露一手 。 可是顾某 “露一
手” 的目标竟然对着公交站台玻
璃 ， 导致50余块玻璃损毁 ， 损失
10余万元 ， 顾某涉嫌寻衅滋事罪
被刑拘 ， 实属咎由自取 。 为此付
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人喜欢 “露一手” 本来没错，
但是 “露一手 ” 也要分场合 ， 不
能不分时间地点乱露 ， 尤其要讲
法制， 讲文明 ， 守规矩 ， 不能乱
来 。 “露一手 ” 不能让人失眠 ，
影响别人的工作和生活； “露一
手” 不能破坏公共秩序 ， “露一
手” 不能损害公共财产和私人财
产……要守住法律底线 ， 公共道
德底线 。 哪些能露 ， 在什么时间
什么场合可以露 ， 什么情况下不
可以露， 都应心中有数。

“露一手”， 还应留一手， 社会
生活舞台上有我们大显身手的时

候， 但必须守规矩 ， “露一手 ”，
不可随便 ， 以损害公共财产 ， 公
众利益为代价的 “露一手”， 是锋
芒毕露 ， “露 ” 错了地方 ， 最终
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 所以我们
当三思而后行 ， 千万别乱来 ， 别
乱 “露 ”！ 况且弹弓打玻璃是违
法， 算什么 “露一手”？

□汪代华

“业绩不佳”岂能奇葩惩罚
21岁的段女士家住江北区观

音桥， 在北京瑞祥佳艺建筑有限
公司重庆分公司从事销售工作。 5
月6日 ， 因没有完成电话销售任
务， 段女士被罚做50个下蹲 。 回
家后， 段女士腹痛难忍 ， 到医院
一查， 发现自己竟然流产了 （事
先她不知道自己怀孕）。 段女士认
为， 流产与此前做下蹲的体罚脱
不了干系 ， 希望公司承担责任 。
（5月21日 《重庆商报》

老板的奇葩惩罚方式可谓是
长江后浪推前浪 ， 一浪更比一浪
高， 好好的游戏规则就让这帮人
玩坏了， 笔者想想也是醉了 。 殊
不知， 这般任性 、 荒诞 、 奇葩的
惩罚已经严重违法了 ， 而那些老

板却外甥打灯笼照旧 ， 依然我行
我素， 真拿自己当 “上帝”？ 真拿
法律不当回事 ？ 这般猖狂藐视法
律、 严重违法着实把公众惊呆了。
《劳动合同法 》 第八十八条规定 ，
用人单位侮辱 、 体罚 、 殴打劳动
者的 ， 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 构成
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法
网 恢 恢 疏 而 不 漏 ， 陈 某 的做法
必将付出昂贵的违法成本。

此事给那些私营企业的老板、
管理者敲响了法治的警钟 ， 企业
必须在合法经营 、 守法管理的范
围内 ， 大展拳脚 。 但是 ， 这不意
味着公司是我开的 ， 愿意哪样就
哪样 。 正所谓大道至简 ， 有权不
可任性。 □纪鹏

石城客 ： 去年9月 ， 广州市纪
委联合市委组织部制定印发 《广州
市选人用人问题责任倒查和追究试
点工作方案》， 目前已对涉及选人
用人问题的10名责任人进行了问
责。 “为政之道， 首在用人。” 选
人用人方面的腐败， 被称为 “最大
的腐败”， 是一切腐败之源， 广州
此举值得期待。

■每日观点

新闻【快评】本版热线电话：63581010│ E—mail:bjldwbpl@126.com│校对 周薇 李亚楠│美术编辑王巍│本版编辑 康雪冬│２０15年 5月 22日·星期五02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社区居委会
为何成“万能”

张西流： 在北京大屯路隧道上
演现实版 “速度与激情”， 两名飙
车司机因犯危险驾驶罪， 被判处拘
役。 此举具有样本意义。 这起飙车
案， 不仅有违公共安全， 而且给人
身及财产安全造成了伤害， 理应进行
刑事处罚， 以此震慑 “飙车党”。

拘役“飙车党”
具有样本意义

■世象漫说
别叫“老大”

弹弓打玻璃算什么“露一手”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
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西代表团审议
时关于着力推动作风建设的重要讲话精
神， 彻底肃清苏荣等人腐败案件的毒害，
江西省委日前出台了关于加强作风
建设营造良好从政环境的意见。 意
见指出， 党内一律互称同志， 不得以
“老板 ”、 “老大 ” 等称呼领导干部 。
（5月20日 《江西日报》

用错人被问责
此举值得期待

□毕传国

■长话短说

取消手机漫游费
别让用户等太久

张绪才： “证明残币不是自己
破坏的” “证明你没犯过罪” ……
作为与市民紧密联系的社区居委
会， 目前面临一些问题让其在证明
问题上无力承受 。 而在老百姓看
来， 居委会好像是 “万能” 的。 要
建立社区居委会职责 “清单”， 明
确 “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方小川

近年来， 手机用户与通讯运营
商频频因高额漫游费用发生纠纷。
记者调查发现， 一方面， 从技术层
面来说， 已收取20余年的国内漫游
费目前成本已 “几乎为零”， 运营
商却仍在收取。 （5月21日 《南方
都市报》

从运营成本看， 一部手机漫游
费仅为 “一分钱 ”， 可忽略不计 ，
高价收费， 无异于蚊子腿上剥肉。
从技术层面看， 取消漫游费很容易
做到。 事实上， 取消漫游费国内也
有先例， 比如广东将全面取消珠三
角地区之间的移动电话长途和漫游
资费。 运营商之所以逆势而为， 对吃
螃蟹者噤声不应， 皆在一个 “利” 字。
收惯的漫游费， 既已揽进了自家锅里，
守留阻溢自然而然。 他人分食， 这
岂不是拿刀子割自己的肉？

和 “提速降费” 一样， 取消手
机漫游费， 小而言之， 事关亿万用
户利益， 往大里说， 关乎网络市场
环境， 攸关国家经济运行状态。 既
然涉事者不主动回应关切， 不愿意
自清梗阻 ， 或者也像在 “提速降
费” 上拿个方案糊弄百姓， 那么，
在手机漫游费上， 不妨把这个主留
给广大网民， 帮他们一把。 比如，
你可以拿出几套改革方案， 让社会
参与讨论， 待资费结构取得了广泛
共识， 再以制度固化下来。 既是改
革 ， 就势必要触动少部分人的利
益 ， 但改革既然能让大多数人得
利， 那就应该坚决改革下去， 不能
让那些摸石头过河摸上了瘾， 就是
不过河的假改革者得逞。 社会热点
难题总是不解决， 总要一等再等，
这拖掉的不仅是民心， 还会拖垮政
府威信。 □晴川

用人单位缠讼
法律不能迁就

�罐车司机晋先生上班途中出了车祸， 为了申
报工伤， 晋先生打起了确认劳动关系的官司， 最
终区人社局认定了晋先生属于工伤， 但其单位不
服该认定， 又将区人社局起诉到法院， 要求法院
判决撤销该工伤认定。 5月19日下午， 北京紫阳福
混凝土搅拌有限公司不服房山区人社局工伤认定
行政诉讼案在房山法院开庭。 房山区人社局副局
长彭菲、 工伤保险科科长张秀江等出庭应诉。 （5
月21日本报5版）

上下班途中遇车祸为工伤， 这个法规早就为
社会所熟知。 但这家用人单位却拒绝承认员工属
于上班途中遇车祸， 更不认为这是工伤， 对于人
社部门的认定也抱着抗拒态度， 致使员工受伤两
年多了， 却拿不到工伤赔偿， 生活受到影响。 这
家单位的做法， 本质是在拖延， 在拒绝承担法律
责任， 有缠讼之嫌。

从报道来看， 在车祸发生之初， 这家单位甚
至拒绝承认晋先生为其员工， 为了确认劳动关系
的存在， 双方打了两场官司。 由此可见， 这家单
位拒绝承认工伤， 拒绝工伤赔偿， 合乎其先前的
逻辑， 和之前不承认晋先生为员工， 一脉相承。

应当看到， 这种赖账单位在我们的社会并不
少见。 一些企业在用人方面很不规范： 不签劳动
合同， 不执行严格的法定工作时间， 随意加班，
克扣工钱。 但当员工受了伤、 生了病， 产生了纠
纷， 就开始用各种办法摆脱员工， 似乎与员工没
有任何关系。

对于这样的企业， 大家都见怪不怪， 似乎都
没有好的办法治理。 没有办法的原因： 一是维权
太难， 维权的过程太漫长， 维权总是得不偿失。
二是对这样的单位， 相关部门似没有办法进行处
罚。 当然， 有时候还存在过于宽纵的问题， 执法
不够严格。 三是即使走了法律途径， 劳动者赢了
官司， 只要单位赖着， 也没有惩治的什么办法。

现实中， 一些老赖企业拖欠劳动者的工资，
即使劳动者走了司法途径， 耗时耗力跑断了腿，
还拿不到钱的现象比比皆是。 老赖企业并不都是
小企业， 还有大企业。 也不是没有钱付， 只是不
愿意干脆地付。 即使有了恶意欠薪罪， 很多企业
还是习惯性欠账欠薪。

因此， 这家企业不承认员工是工伤， 甚至不
承认员工的身份， 并不令人意外， 毕竟这只是当
下法治环境之下的同类纠纷中的一个而已。

�回到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算工伤这个法
则上， 自从制定以来， 一些单位就是不愿意执行
规定， 看看网上很多案例就明白这样的事有多少。
这说明， 法律制订得再好， 如果执行层面过软，
法律也会打折， 照样保护不了劳动者的权益。

尤其是， 当下法律已经规定得相当细致， 但
工伤后出现 “扯皮” 和纠纷时有发生， 说明法律
的效力， 还得从执行的力度来体现。

希望法院能通过这样的案例， 让用人单位擦
亮眼睛， 自觉履行相应的职责。 对于不自觉的用
人单位， 相关部门要制订罚则， 尤其对于通过缠
讼等方式一再拖延时间、 不履行责任的单位， 要
让他们知道疼， 付出相应的代价， 这种代价也许
是经济处罚， 或者是让他们进入黑名单， 在贷款、
享受政府优惠政策方面， 受到相应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