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积 58平方米 、 内设 6大区
域、 共有40余种商品 、 运行首日
接收捐赠衣物8箱…… 7月 21日 ，
南苑街道首家慈善超市在南庭新
苑北区社区 “安家”。 （7月22日
本报3版）

就社区慈善超市的性质而言，
它的优势在于能最广泛地动员现
有社会力量参与慈善捐赠 ， 又能
以最直接的方式为城市困难家庭
排忧解难， 但是社区慈善超市在
捐赠和需求之间所遭遇到的矛盾
也是最突出的。

从我国不少的慈善超市具体
运作的实际情况来看 ， 不少慈善
超市寿命不长， 在运营过程中遭
遇挫折 ， 陷入难以为继的泥沼 ，
由于外部 “输血 ” 不足 ， 自身又

缺乏 “造血 ” 功能 ， 许多慈善超
市货架上的物品越来越少 ， 最后
无物可发， 直至关门歇业。

要让慈善超市在社区 “安家”
并发挥其应有的爱心慈善作用 ，
不仅要有社会爱心人士的鼎力支
持 ， 需要社会的关爱呵护给力 ，
还需要在建设慈善超市的过程中，
政府以购买服务的方式予以支持，
还致力于培育本身的造血机能 ，
政府、 慈善组织要加大宣传力度，
传播慈善文化 ， 增强公众的慈善
意识 ， 营造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支
持慈善事业的良好社会氛围 。 唯
有政府推动 、 民间运作 、 社会参
与 、 各方协作的联手互动 ， 慈善
超市才能一路走好。

□王恩奎

慈善超市让爱在社区“安家”

桑胜高： 近几天， 河北多地有
考生陆续接到了 “不请自来” 的大
学录取通知书。 现在， 对于一些正
在等待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学子而
言， 有天上 “馅饼” 来袭自然不会
是什么好事。 “不请自来” 的录取
通知书背后必然是陷阱。

■每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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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馆长临摹调包
由谁来监管？

杨朝清： 出于对生命的尊重，
救护车被赋予的优先通行权屡屡深
陷困境。 在不少城市， 不避让救护车
反倒成了司空见惯的 “常态”。 救护车
承载着救死扶伤的特殊使命， 是一条
“生命通道”， 享有优先通行权。 实现
从 “不让” 到 “让” 的转变， 离不开
每一个出行者的共同努力。

自觉避让救护车
别堵住生命通道

■世象漫说
陷阱

正值暑期， 不少大学生选择打工、
实习。 然而， 记者采访发现， 由于大
学生社会经验不足、 相关部门监管不
到位等原因， 层出不穷的招工骗局不
仅使大学生兼职实习效果 “大打折
扣”， 甚至会造成财产损失、 危及人身
安全。 （７月２１日新华网）

大学录取通知书
不请自来要小心

□老笔

■长话短说

法律组合拳
戳中“老赖”软肋

□路可玫

7月21日 ， 最高人民法院通报
了集中打击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等
犯罪行为专项行动的情况， 并发布
《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和 《关于修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
的决定》， 新解释于7月22日正式施
行。 （7月22日 《法制日报》）

“站着放账 ， 跪着讨债 ” 的怪
相， 给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 “欠债
还钱， 天经地义” 诚信理念， 带来
了巨大冲击。 “执行难” 已经成为
了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在人民法院
执行领域的综合反映。 最高人民法
院新出台的关于执行工作的两个司
法解释， 犹如一套组合拳， 戳中了
“老赖” 的软肋， 让根治 “执行难”
有了更多的法律利器。

近年来， 人民法院在完善机制
体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包括建立
失信被执行人 “黑名单” 制度、 限
制被执行人高消费、 在人流密集地
通过电子屏幕滚动播放 “老赖” 名
单等等， 合围 “老赖” 的声势越来
越大。 但要根治 “执行难”， 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决定关于制定强制执行法、 加快
建立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 威慑
和惩戒法律制度等规定， 都将是解
决 “执行难” 必须要走的路。

法律已经赋予了申请执行人以
“尚方宝剑”， 要不要把 “老赖” 送
进监狱， 申请执行人拥有了一定的
主动权， 这意味着 “老赖” 的态度将
影响着申请执行人的抉择， “不还钱
就让你坐牢” 将成为现实。 从今而后，
“老赖们” 可别再任性了， 躲得了初
一， 可躲不过十五哦！ □许辉

�高温津贴本应每天发12元， 却只发3元， 还少
发了一个月。 武昌一家建筑公司因克扣员工小
陈高温津贴 ， 被他告上法庭 。 记者昨日获悉 ，
武昌区法院近日宣判 ， 小陈胜诉 ， 该公司须
支付小陈高温津贴 846元 。 （7月 21日 《楚天
都市报》）

扣发高温津贴， 不仅不人道， 伤了劳动者的
心， 而且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利 ， 明显违法 。
其背后折射劳动者 “权利贫困 ”， 是否发高温
津贴 ， 发多少 ， 完全由企业老板一句话 ， 劳动
者不敢较真， 否则， 轻者被 “穿小鞋”， 重者被辞
退。

事实上， 按照 《劳动法》 规定， 用人单位有
责任为劳动者提供高温下的良好的工作环境与条
件， 如发高温费、 提供防暑降温饮料及必需的药
品等。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 第十七条规
定 ， “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 ， 依法享受岗
位津贴 。 ” “用人单位安排 劳 动 者 在 35℃ 以
上 高 温 天 气 从 事 室 外 露 天 作 业 以 及 不 能 采
取 有 效 措 施 将 工 作 场 所 温 度 降 低 到 33℃以
下的 ， 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 并纳入
工资总额 。” 可见， 与劳动保护权相辅相成的是
劳动者依法享有高温津贴的权利 ， 任何用人
单位和个人无权侵犯和剥夺劳动者这份权利 ，
否则 ， 就违法， 理应受到查处。 扣发高温津贴，
也不例外。

老实说， 时下， 劳动者的 “高温权利” 在一
些用人单位那里几乎成了 “画饼”， 不是不发高温
津贴， 八成劳动者难以足额拿到高温补贴； 就是
被诸如矿泉水、 凉茶、 清凉油等防暑降温物品所
替代， 高温津贴被 “稀释”， 劳动者的 “高温权
利” 被打折。

究其根源， 关键是在身份和权力都不对等的
情况下， 作为弱者一方的劳动者， 即使心怀不满，
但也是胳膊扭不过大腿， 用工权在强者手中， 在
是要高温津贴还是要饭碗面前， 劳动者没有平等
的博弈能力， 明知强者在侵权， 也只能哑巴吃黄
连， 有苦说不出， 哪个敢维权？ 其背后除了折射
出相关监管部门缺位， 导致有令不行以外， 主要
是劳动者 “权利贫困”， 导致劳动者的 “高温权
利 ” 成为 “纸上福利 ” 。 因而 ， 消除劳动者
“权利贫困 ” ， 落实 “高温权利 ” ， 仅靠劳动者
维权是不可能的， 还必须得到公权力的大力支持，
公权力不给力， “不敢维权”、 “难维权” 还会涛
声依旧。

鉴于此， 笔者认为， 要多层次、 全方位地对
劳动者开展 “权利救济”。 比如， 把 “高温权利”
写进劳动合同， 用合同保障劳动者休假权 ； 发
挥工会作用 ， 一旦发生劳资双方 “高温权利 ”
的纠纷 ， 工会应依法站在劳动 者 一 边 ， 帮助
劳动者维权 ； 把 “高温权利 ” 纳入劳动监察
范围 ， 落实司法救济 ， 对不依法发放 “高温权
利” 的， 勒令其限期整改到位， 进而依法追究用
人单位负责人的法纪责任。

“下火车就被骗”更该反思什么
近日， 河北某大学一名女生前

来参加洛阳市河洛志愿者协会组
织的大学生暑期义务支教活动 。
一出火车站 ， 遇到一个自称是来
接她的人 ， 该男子表示 ， 我需要
还同事点钱， 需要银行卡转一下，
你能否借给我 ， 回去就还你 。 结
果骗子一去不回 。 等接站的志愿
者找到人时 ， 才发现女孩子被骗
了。 （7月22日 《北京晨报》）

刚下火车就被骗， 首先当然暴
露出女大学生不谙世事 、 防范意
识不强的弱点 。 造成这种现象的
主要原因 ， 一是应试教育的压力
之下， 孩子们 “两耳不闻窗外事，
闭门只读升学书”， 几乎 “与世隔
绝”； 二是大多数孩子都是独生子
女 ， 家长容易过度溺爱 、 万事包

办 ， 影响了孩子独立思考能力和
生活能力的正常养成。 我倒觉得，
被骗的遭遇对涉事女生而言并非
完全是坏事———就算是上了一堂
并不令人愉快却非常生动的社会
实践课吧！

火车站等公共场所是城市的
窗口 ， 其治安状况在一定程度上
代表了城市的管理水平和形象 。
如果负责维护治安的部门能够发
挥应有的作用， 坏人就不可能那么
嚣张； 反之， 即使旅客们警惕性再
高， 也不一定就能保证百分之百安
全， 也可能有防不胜防的时候。 打击
违法犯罪是警方的天职， 警方应该把
“女学生下火车就被骗” 当成是对
自己的鞭策和警示 ， 以此为契机
重拳出击打击犯罪。 □乔志峰

何勇海： 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
原馆长萧元， 两年内将图书馆收藏
的148件名家画作 “狸猫换太子”。
他亲自临摹赝品替换真迹， 转手再
将真品拍卖。 如果将图书馆交给这
样的图书馆馆长管理， 或将珍贵古
籍交给这样的管理员保管整理， 无
异于 “让老鼠守粮仓”。

扣发高温津贴
伤了劳动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