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光族 ” 这个词并不新鲜 ，
人们往往把这个词和刚刚参加工
作的年轻人联系到一起 。 然而 ，
记者近日发现 ， 现在不少退休的
老年人 ，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
也成为 “月光族”， 甚至有的人入
不敷出。 （8月10日 《福州晚报》）

值得关注的是 ， 老年 “月光
族”， 并非是个例， 据调查， 50名
有固定收入且月收入在3000元以
上的老人， 不少老人过得并不宽
裕， 其中16人表示已成为 “月光
族”， 8人表示入不敷出 ， 比例将
近一半， 是个值得重视的现象。

之所以出现老年 “月光族 ”，
看似不会理财所致 ， 实际上是安
全感缺失和对子女的爱心泛滥所
致。 生活费和医药费是基本费用，

而人情往来也不可避免 ； 还有不
可控制的费用 ， 就是对自己的健
康投资 ， 如保健品等 ； 此外 ， 还
有倒贴完子女再倒贴孙子孙女的
爱心泛滥， 都得用人民币兑现。

说到底 ， 老年 “月光族 ” 其
实是岁月和爱心的透支 ， 这个亏
空需要爱心充值 。 对于老年人要
说的是 ， “儿孙自有儿孙福 ， 莫
为儿孙作马牛”， 不要过度贴补他
们 ； 而养老保健 ， 更要注意锻炼
身体 ， 不要依赖保健品 。 对做子
女的而言， “祭而丰不如养之厚；
悔之晚何若谨于前”， 不做 “啃老
族”， 要尽赡养扶助的义务， 常回
家看看， 了解并满足老人的要求，
做到爱亲 、 敬亲 、 尊老 、 敬老 。

□朱清建

老年“月光族”需要爱心充值

吴玲： 网友 “梦冗秋” 在某论
坛上发帖称， 他在外地的大学同学
结婚 ， 给他发电子请柬 ， 还 “体
贴 ” 地附上了银行卡号 ， 颇有点
“人不到礼到就行” 的意味， 让这
位网友感觉很别扭 。 如今 “份子
钱 ” 越来越多 ， 人情消费已没了
“人情味”， 本来是维系人感情的消
费却成了畸形的人情债。

■每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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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谨防“大众创业”
变“虚假创业”

清青： 最牛 “霸王车” 现身佛
山高明， 违章409宗应缴罚款近8.2
万元， 需扣约1227分。 记者昨日从
佛山交警获悉， 7月份以来排查出
经常活跃在佛山区域内538辆 “霸
王车”， “最牛违章车” 该怎么治？
管理上要 “精准狠 ” ， 定可根治
“违章车”。

治“最牛违章车”
要管理“精准狠”

■世象漫说
“人走茶不凉”

“人走茶凉” 是对世态炎凉的一种
形象表达， 但对于 “人走茶凉” 也需
辩证看待， “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 的
这种 “茶凉”， 应当成为一种常态。 然而，
也有的领导干部不仅在位时安插 “亲信”，
为日后发挥“余权” 创造条件； 而且退
下多年后， 对原单位的重大问题还是
不愿撒手。 （8月10日 《人民日报》）

电子请柬索礼
让人情变了味

□赵顺清

■长话短说

餐饮服务员
也应有春天

□左崇年

�近日， 西安近30名超65岁环卫工人被突然辞
退的消息引发网络热议。 当前， 我国环卫工人群
体正在趋于老龄化， 相当部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
且多数由于超龄或达不到规定所需缴费年限而无
法参加社会保险， 环卫公司或上级单位通过其他
方式为他们购买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人身
意外伤害险又被指 “杯水车薪” “无济于事”， 突
遭解聘对超龄环卫工人来说就意味着丧失了生活
的保障。 （8月10日新华网）

据当地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由
于前段时间一位67岁的环卫工人高温下作业突发
疾病被紧急送医， 出于对这些65岁以上的环卫工
人身体状况和工作安全的考虑， 才作出这个决定。
这样看来， 高龄环卫工人是安全了， 用人单位也
安全了， 没了后顾之忧， 可是， 高龄环卫工的生
活保障从此也就搁浅， 那么谁来对他们负责？

环卫工被称为 “城市美容师”， 他们长期早出
晚归， 干着最重的活儿， 享受着极低的福利待遇，
到老又被一纸辞退了事。 他们平时工作那么辛苦，
到头来却老无所依， 最多象征性地给几个钱补偿
打发了事， 但是今后的生活怎么办， 由谁来为他
们养老送终， 提供生活保障？

现实中， 环卫工没地位、 工资低、 劳动强度
大， 使年轻人不愿意进入环卫工行业， 大多数从
事这项工作的是老年人。 高龄环卫工到了年龄，
辞退也不是说不可以， 无论是从关心他们身体健
康安全来考虑或是工作的需要来考虑都是可以的，
但是既然能为环卫工安全着想， 为什么不为他们
被辞退后的生活着想？ 高龄环卫工年龄大了， 人
可以辞退， 工作可以到此为止， 但权益永远不老，
不能因此剥夺他们应有的合法权益。

高龄环卫工被辞退， 最终没有保障， 凸显时
下环卫工群体的合法权益的困境。 不少用工单位
没有按照 《劳动合同法》 的规定与他们签订劳动
合同， 为他们办理 “五险一金” 等社保， 使其享
受应有的相关福利待遇， 让他们老有所养， 老有
所依。 如此现实窘境下， 高龄环卫工既不受 《劳
动合同法》 的保护， 也得不到养老保险的眷顾，
进入了权利真空。 用工单位的违法成本让高龄环
卫工买单， 这是法律的缺失， 社会的悲剧。

人都有老时， 尊老敬老， 老有所养， 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 也是和谐社会应有的社会保障，
用人单位一纸辞退了事， 把包袱甩给社会， 那么，
该如何保障这些高龄环卫工人权益， 让他们 “老
有所养” 呢？ 用人单位可能理由十足： 没有签订
劳动合同， 没有法律义务来保障高龄环卫工的权
益， 再说也负担不起。 面对这样普遍的现实问题，
到底谁为高龄环卫工被辞退负责， 倒是个现实问
题。

劳动者合法权益被无情剥夺了， 究竟谁站出
来为他们说话维权？ 如何找到合理解决问题的有
效途径？ 这不仅是西安一群高龄环卫工的问题 ，
而是这一群体的权益问题 。 政府有关部门应该
提上议事日程， 绝不能让 “一辞退了之” 成为常
态。

谁来保证“健康证”的健康？
一位 “抱病工作” 的保姆， 在

你家烧饭做菜 、 照料幼童甚至同
吃同住同用一个卫生间 ， 这难免
会让雇主有所担心 。 在北京市某
体检中心， 居然有人出售健康证，
不用检查 ， 不用抽血 ， 只要交上
200元就能办一本真 的 健 康 证 。
（8月10日 《北京青年报》）

随着消费能力提升， 生活质量
的提高 ， 直接造就了家政服务市
场的火爆 ， 家政从业人员的需求
剧增 。 然而 ， 需求市场的增长明
显快过行业的规范和发展速度 ，
留下了一些监管和制度空白 ， 我
国现有法律并没有强制家政服务
从业人员上岗必须持有 “健 康
证”， 留下了隐患。 家政服务作为
直接面向家庭的一项服务 ， 家政

从业人员的健康就直接关系到所
有服务对象的健康 ， 持证上岗也
应该是家政服务的标配。

我国的家政服务要想取得长
足发展 ， 规范化管理是应有之义，
相关部门需要尽快补上家政行业的制
度漏洞， 将从业人员必须持有 “健康
证” 作为家政公司准入的门槛， 不仅
家政公司从从业人员办理 “健康证”
开始就要切实履行监管义务， 相关部
门的监管也需跟上。

此外， 对于花钱买来的“健康
证 ”， 相关部门应加强监督和问
责 ， 一经发现即取消相关体检站
点的办证资格 。 唯有此 ， 才能让
家政服务提供 “安全 ” 服务 ， 保
卫消费者的健康安全。 □吴悠悠

何勇海 ： 据 《人民日报 》 披
露， 某地工商部门核查去年新注册
的一批个体营业执照时， 发现不少
缺少经营场所， 有名无实。 细了解
发现， 原来， 一些乡镇为完成创业
指标， 借用一些群众的身份证去登
记注册。 在推进 “大众创业、 万众
创新” 的时代大潮下， 更要警惕大
众创业变成 “弄虚作假”。

“高薪招聘服务员 ” 、 “月薪
3000元包吃包住” ……时下在广东
省东莞市不少餐厅时常出现诸如此
类的招聘广告。 在智通人才网上，
招聘服务员的职位有700余个， 给
出3000元薪资的比比皆是， 但招聘
方依旧发出服务员太难找的感慨。
（8月10日 《南方日报》）

一直以来， 餐饮企业员工流失
率都是很高的。 作为服务行业， 餐
饮企业员工薪资待遇普遍较低。 不
论是大酒店还是中型餐厅还是小饭
馆 ， 给服务员开出的工资都差不
多。 对于餐饮企业来说， 因为给劳
动者提供的岗位没有多少技术含
量， 所以不肯给员工开高薪———当
然，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评判薪资高
低标准存在较大差异。 而且这些岗
位上手很快， 新招来的人简单培训
下就能上岗， 因此不担心员工干不
长。 劳动者和餐饮企业双方都对服
务员这样的岗位不重视， 整个行业
员工流失率高也就不奇怪了。

餐饮行业应该树立起这样的意
识： 餐饮企业立足并赢得市场的关
键在服务员， 服务员素质的高低，
往往决定着餐饮企业的未来———高
可使餐饮企业做大做强， 低则能让
餐饮企业关门歇业。 包括餐饮企业
在内的整个社会， 都别拿服务员不
当回事 ， 不要轻视甚至歧视服务
员。 尤为关键的是， 服务员切勿看
轻自己， 一定要自信自强， 用劳动
和智慧实现人生价值、 赢得他人尊
重———餐饮行业服务员和野百合一
样， 也有春天。 □谢庆富

让高龄环卫工
老有所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