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 国家统计局在上海的
调查显示， 部分应届毕业生毕业
后既不打算马上就业也不打算继
续深造， 而是打算在家休息或者外
出游学一段时间。 对此， 有55.6%的受
访家长表示， 若理由充分会给予支
持。 (7月12日 《工人日报》)

“慢就业 ” 并不就是不就业 ，
他们也不属于找不到工作的 “毕
剩客”， 而往往是 “非不能也， 实
不为也”。 “慢就业” 不是逃避现
实， 也不是想躲在家里当 “啃老
族”。 这些毕业生也是在遵从自己内
心的想法， 不会被毕业生群体的焦虑
情绪左右， 他们毕业后可能去支教、
游学 、 环游世界……这些都是有
意义的事情， 难道大学毕业后只
有去找工作这一单项选择吗？

在为 “慢就业” 点赞的同时，
也不能不看到摆在大多数毕业生

面前的现实困境， 就像 “慢生活”
也应该能让忙碌的现代生活适当
地慢下来， 但现代社会竞争激烈，
你 慢 下 来 ， 就 有 可 能 被 淘 汰 ，
“慢生活” 注定只能成为少数有闲
有钱阶层的奢侈生活。 “慢就业”
似乎也不能成为 “最难就业季 ”
下大多数毕业生的选择。

但如同 “慢生活 ”一样 ，“慢就
业” 更多的是一种理性就业观念，
是让毕业生摆正心态， 祛除焦虑。
毕业生要能丢弃就业焦虑，需要社
会为毕业生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
也需要高校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
实际能力，而学生也要清楚自己真
正想要过一种什么生活，不能太被
群体情绪所裹挟。“慢就业”无疑为
群体焦虑的毕业生提供了另一思
路，提醒他们应该从容而理性应对
人生的重要抉择。 □戴先任

“慢就业”能否舒缓就业焦虑？

魏青： 珠海市斗门区食药监局
组织召开全区餐饮服务食品安全规
范建设工作培训会议， 推进 “明厨
亮灶” 工程建设。 “明厨亮灶” 只
是一种外在的社会监督形式， 它并
不等同于食品安全。 要确保食品安
全， 不仅需要食药监部门的努力，
还需要餐饮经营者的自律， 更需要
政府其他部门的同步作为。

■每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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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开证明跑断腿
不能止于问责

文魁： 高空抛物被称为 “悬在
城市上空的痛”， 为什么会频频出
现这种现象呢？ 国民素质低当然只
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关键是相关法
律法规的缺失， 违法成本太低， 不
能指望素质提高来解决， 还需立法
严加惩罚。

治理高空抛物
亟待法治亮剑

■世象漫说
高温津贴不能少

夏季高温期来临 ， 安监总局 、
卫计委、 人社部、 全国总工会联合
下发通知， 要求各地发放高温津贴。
不少网友反映多年没有领到高温津贴，
有许多地区的高温津贴标准已经数年没
有进行调整。 专家表示， 要明晰监管责
任， 加大监管和处罚力度， 以促进高
温津贴的落实。 （7月12日央广网）

要确保食品安全
仅明厨亮灶不够

□赵顺清

■长话短说

推动残疾人就业
需要政策倾斜

祝建波： 云南省纪委对央视所
报道的胡女士为将户口从昆明迁至
成都， 花了8个月时间办理婚育证
明的问题处理情况进行了通报： 多
名涉事工作人员、 相关领导已被处
理、 问责。 根治类似 “未婚证明跑
断腿” 顽症， 不能止于问责， 而是
要部门间的信息 “壁垒”。

□左崇年

发改委、 民政部、 人社部等8
个部门日前共同印发 《意见》， 要
求各地努力辅助残疾人就业。 目前
我国有超过8200万残疾人， 由于他
们社会适应能力弱、 出行障碍， 多
数无法就业， 生活主要依靠家庭供
养或社会救助。 （7月12日央广网）

本来， 关爱残疾人， 应是社会
共识， 尽自己所能， 安排残疾人工
作岗位， 也是社会义务， 然而现在
很多用人单位对按比例安排残疾人
就业的问题认识不足， 宁愿缴纳残
疾人就业保障金， 也不愿安排残疾
人； 部分单位更是既不安排残疾人
就业也不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无论政府机关， 还是企事业单
位，都有适合残疾人的岗位，残疾人
也完全能够胜任， 甚至因为残疾人
的生理特点，于某些岗位，反而能比
正常人做得更好。 一些单位拒招残
疾人， 无非是怕残疾人的生理缺陷
影响了单位的“形象”。 这无疑是对
残疾人有形无形的歧视，堵死了残疾
人就业的通道， 也成为阻碍残疾人
融入社会的最大“绊脚石”。其实，残
疾人， 往往有着更强的意志和奋斗
精神，因此残疾人中不乏优秀人才。
他们自强自立的精神， 有着更强的
榜样和启迪的力量。所以说，对残疾
人的歧视， 从根本上说是缘于一些
人和单位自身精神的残缺。

解决残疾人就业难， 固然要着
力于从整个社会大环境， 消除对残
疾人的歧视， 而进一步从政策上倾
斜， 并采取刚性的制约措施， 更是
势在必行。 唯有如此， 才能强行扳
正畸形的观念， 消除对残疾人的歧
视， 从而让残疾人有一个体面和尊
严的就业环境。 □钱夙伟

� “毫无征兆就跑了。” 昨日上午， 东西湖区武
汉莉蒂亚服饰有限公司的员工反映， 该公司老板
突然失联， 拖欠140多名工人工资共70余万元 。
（7月12日 《楚天金报》）

老板拖欠百名员工70万元血汗钱， 一夜间蒸
发失联， 辛辛苦苦挣来的工资泡了汤， 带给他们
的是痛苦与无奈。 一个 “经营不错” 的企业， 为
什么老板说跑就跑了， 让人措手不及， 也让人有
些不敢相信。

近年来， 欠薪逃匿现象不断上升， 但大都发
生在年终岁尾， 像这种平时突然跑路的现象还是
不多见。 因为， 年终资金困难 ， 欠薪逃匿大都
集中在年关 ， 所以我们防欠薪工作的重点大
都放在年终 ， 注意力不在平时 。 正因为如此 ，
才会出现欠薪逃匿现象由过去的 “年终化” 成
为如今的 “平时化”。 这种现象， 是对 “季节性治
理” 的嘲弄， 必须进行反思， 并引起我们的高度
重视。

欠薪逃匿现象， 道出了一种尴尬 ： 年年清
欠 ， 年年欠 ， 欠薪逃匿无法回避的现实尴尬 。
虽然我们在防欠薪方面也有一些制度和措施 ，
诸如工资欠薪报告制度 、 欠薪保障金制度 ，
政府垫薪制度 ， 但是这些都是临时性或突击
性的事后处理 ， 与事前防范相去甚远 。 我们
可 能 有 这 样 一 种 认 识 ： “跑 了 和 尚 跑 不 了
庙 ”， 但事实上 ， 富和尚逃跑了， 留下破庙的烂
摊子， 最终由政府垫资， 纳税人买单。 逃跑的富
和尚———老赖换个地方又去当老板。

防欠薪真的如此难吗？ 其实， 笔者以为并不
是那么难。 最重要的是， 要建立欠薪防逃的长效
机制， 诸如建立风险基金机制， 要求企业事先上
缴一定比例的风险保证金， 作为各企业自身的风
险基金， 实行财政集中收缴与监管 ， 在企业正
常关 、 停 、 并 、 转或迁移时才全额返还 ； 建
立劳资关系预警机制 ， 由劳动监察先行介入 ，
把职工与企业的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 将欠
薪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 ； 建立企业信用制度 ，
具体包括企业个人资信档案登记 ， 资信评 估
以 及 企 业 信 用 风 险 预 警 ， 这 样 能 随 时 监 控
经 营 者 的 经 营 情 况 ， 防 患 于 未然 ， 事后也
能及时对失信者做出处理 ， 让其不敢轻易逾
矩违规 。 同时需要风险预警 、 欠薪保障 、 责
任追究等多项措施专项跟踪制度的跟进， 更需
要欠薪入罪发挥效率。

整治欠薪， 要充分认识到过去开展的各类专
项整治措施效果不佳 ， 以往的经验模式已不适
应新形势要求的局面 ， 必须针对新情 况 尽 快
完 善 治 理 农 民 工 工 资 保 障 的 有 效 措 施 。 尤
其 是 要 把 功 夫 下 在 平 时 ， 欠 薪 防 逃 长 效 机
制 应 成 为 常 态 ， 按 照 “属 地 管 理 、 分 级 预
警 ” 的原则 ， 加强对企业工资支付等情况的
有效监控 ， 及时掌握有倒闭迹象 、 有欠薪逃
匿苗头的企业动态 ， 做到早发现 ， 早介入 ，
早报告 ， 早采取措施 ， 才能从根本上防范欠薪
逃匿案件的发生。

拒付薪反锁清洁工是倚强凌弱
7月9日19时许， 烈士墓某小区

内22岁的业主唐某认为清洁工打
扫地不够干净 ， 不予支付薪酬 。
双方矛盾愈演愈烈 ， 业主一怒之
下， 将门反锁离开， 导致2名清洁
工被困一个多小时 。 （7月 12日
《重庆时报》）

业主唐某找来两名清洁工打扫
卫生 ， 双方谈好的价格为200元，
两位清洁工从上午一直打扫到下午5
时许。 打扫完毕， 业主认为二人清洁
做得不够干净， 需要继续打扫。 双
方因此争执不休 。 于是 ， 业主拒
付薪酬并反锁清洁工1小时。

民警了解情况后， 问业主哪里
不满意 ， 业主说 ， 地板砖缝隙还
有水泥 。 而清洁工说 ， 那是装修
造成的 ， 她们没法 。 民警来到客

厅 ， 蹲在地板上 ， 发现地板缝隙
的水泥 ， 确实是装修留下的 ， 根
本不影响美观。

这不是利用强势话语在倚强
凌弱吗 ？ 这不是清洁工打扫不干
净 ， 而是业主本身思想不卫生 ，
无理刁难人 ， 认为有钱就可以任
性 ， 随便编个理由就可以欺负弱
势群体。 类似现象已经发生多次。
这实际上是一种身份歧视 ， 业主
认为， 我给你钱， 你就得听我的，
一切以我为中心， 我说行就行。

反锁清洁工 ， 涉嫌非法拘禁
违法行为 ， 好在业主唐某在民警
的教育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如数
支付了清洁工的工资。 但是这种倚
强凌弱 ， 欺负弱势群体的现象生
活中还是少一些为好。 □王恩奎

防止老赖欠薪
要从源头抓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