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 同 力 医 院 几 个 月 ， 刘 峰
（化名） 就选择了离开。 “我受不
了良心的折磨……” 刘峰说 ， 自
己从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 ， 本想
“救死扶伤”， 做一名受人尊敬的
医生， 不想几个月下来 ， “见到
的却是对病人赤裸裸的欺骗”。 刘
峰提供的大量录音 、 视频和处方
等证据显示， 该医院在检验 、 治
疗过程中存在的几大问题 ： 修改
检验结果； 阴阳处方骗社保 ； 没
病检出有病等。 （8月12日 《成都
商报》）

同力医院， “同心协力”， 长
期通过伪造、 修改化验检验结果、
伪造B超检验单据 、 修改检验结
果 、 阴阳处方骗社保 、 没病检出
有病等等 “制造病人”， 让人惊呆
了 ！ 以 “救死扶伤 、 治病救人 ”
为天职的医院竟然干起 “制造病
人” 的勾当， “白衣天使 ” 成了

“狼外婆”。
医院 “制造病的人”， 在增加

创收的同时， 也在制造 “毒菌”，
当医生 “情为钱所系 ”， “看病 ”
成了 “看钱”， 医疗服务的异化就
不可避免 ， 对患者来说就是一场
灾难 ， 是制造新的医患关系紧张
的导火索 ， 授医闹以柄 ， 更严重
的是败坏了行业和社会风气 ， 让
圣洁之地变得污泥浊水 ， 有违职
业道德。

医院 “制造病的人”， 与街头
的骗术无异 ， 是一种变相的诈骗
行为 ， 不仅要受到社会的谴责 ，
更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 ， 以诈骗
罪论处 。 建议有关部门对这样的
医院来一次清查 ， 进行一次大手
术 ， 彻底切除这个社会毒瘤 ， 对
制造病人严重的医院要吊其照 ，
追其责 ， 将其清除出场 ， 让其永
远没有行医的资格。 □风铃

也该对“制造病人”的医院动刀

任米饭： 七夕快到了， 昨日记
者走访福州一些商场发现， 一些电
商商家忙得不亦乐乎。 一些网购网
站卖家表示， 伴随七夕的临近， 以
此为卖点的 “爱情经济” 也随之升
温。 今年活体萤火虫也被不少网上
卖家搬上七夕礼单。 情侣享受浪漫
的七夕节成了萤火虫的 “七夕劫”。
非来只萤火虫， 爱情才浪漫吗？

■每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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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教鞭与警徽
你会选哪个

谢庆富： 基于当下的社会婚姻
现状， 一群专门从事 “婚姻挽回工
作” 的人适时出现。 他们为求助者
排除 “婚姻疑难杂症”， 劝退 “小
三 ” 。 维持婚姻不能寄托于劝退
“小三”， 给生病的婚姻治病才是根
本之策。

请人劝退“小三”
是开错了方子

■世象漫说
夺命暗器

四川中江县某广场一个铜钱
雕像突然倒塌， 一个１０岁男孩的
生命戛然而止……近年来 ， 类似
事故并不鲜见， 这些屹立在城市
各处的雕塑， 屡屡成为 “隐形杀
手”。 本是城市文化景观的雕塑，
为何变成 “夺命暗器”？ （８月１２
日新华网）

情侣过七夕节
非要萤火虫吗

□毕传国

■长话短说

企业要培养
自己的技术人才

□何勇海

�一晚通宵做夜班， 津贴4.4元， 还不够吃一碗
阳春面。 记者日前从相关部门获悉 ， 上海目前
执行的夜班津贴标准制定于 1995年 ， 至今已
有 20年没调整 。 1995年上海最低工资标准是
270元 ， 而今年则是 2020元 。 上海市总工会的
调查显示 ， 目前仅有少数企业通过集体协商
等渠道 ， 小幅提高了夜班津贴 ， 绝大部分企
业 仍 在 执 行 1995年的标准 。 （8月12日 《劳动
报》）

闻此新闻， 不少网友不无讶异地表示： “夜
班还有津贴？” 夜班是应该有津贴。 因为按照相关
规定， 诸如延长工作时间的中班、 夜班， 以及在
高温、 低温、 井下、 有毒有害等特殊环境工作 ，
职工都应获得津贴 。 具体到上海 ， 关于夜班
津贴 ， 1995年的制度是如此规定的 ： 从事夜班
工作到24点以后下班的， 夜班津贴标准调整为3.4
元； 从事夜间连续工作12小时的， 夜班津贴标准
调整为4.4元。

就是这样的明文规定， 很多本身正在上着夜
班的网友却表示 “从未听说”， 可见， 夜班津贴在
很大程度上成了 “被遗忘的角落”。 上海职工的夜
班津贴20年没变， 更可见， 它实际上已经处于企
业用人管理、 劳动权益维护的 “真空” 地带。 夜
班津贴的调整幅度， 应以满足劳动者在夜班时补
充基本能量需要为标准， 相当于夜宵标准。 每天
三四元， 又如何满足职工上夜班时补充基本能量
的需要？

更不可思议的是， 20年前， 职工上一天夜班
可得4.4元津贴； 20年后， 夜班津贴竟然还是4.4
元， 保持着原地踏步的姿势， 甚至原地踏步都算
不上， 因为现在的货币价值， 已根本无法等同于
20年前。 何况， 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已从20年
前的270元涨到了如今的2020元。 难道夜班津贴，
不该随着最低工资标准、 随着居民生活的物价指
数而同步上调？ 夜班津贴一天仅4.4元， 买碗面都
不够啊。

需要强调的是， “蚊子再小也是肉”， 夜班津
贴数目虽小， 也关系到一线岗位职工的收入增长。
20年没变的夜班津贴， 其补偿作用越来越小， 几
近于无， 会损害职工的合法劳动权益， 会成为阻
碍职工劳动幸福指数提升、 阻碍社会进步的 “绊
脚石”。 有关部门应将夜班津贴与当地最低工资标
准进行联动调整， 因为最低工资标准往往是根据
物价水平作出的动态调整， 以保障职工们的合法
权益。

虽有少数企业通过集体协商等方式， 自主调
整了夜班津贴， 但绝大多数企业， 恐没有这种自
觉意识。 有一种情形也必须厘清 ： 加班费不等
同于夜班津贴 。 夜班津贴 ， 乃针对上班发生
在夜里所作的补偿或增益 ， 与在夜里上班是
否为加班无必然联系 ； 即使夜里上班算作加
班， 用人单位在发放加班工资的同时， 也必须执
行夜班津贴发放制度。 劳动者要当心被用人单位
忽悠。

公共场所空调要谨记“26℃红线”
看电影， 本来是件惬意开心的

事， 可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
即使是夏天 ， 在电影院还是被冻
得直哆嗦。 8月11日中午， 记者来
到重庆市财富购物中心一家影城。
购 票 时 ， 记 者 询 问 工 作 人 员 ，
“影厅里太冷了， 能不能把空调温
度调高一点？” “不好意思， 空调
是商场整体控制的 ， 我们 调 不
了 。 ” 工作人员说 。 （ 8月 12日
《人民日报》）

我们需要的是凉爽， 你却给了
我们寒冷 ， 这显然是另外一种意
义上的过犹不及 。 这种现象存在
两个方面的弊端 ： 一则 ， 容易造
成人体的不适甚至是感冒发烧症
状 。 这是因为在这些温度过低的
场合呆久了 ， 一旦到了室外高温
环境中 ， 人体来不及进行自我调
节， 忽冷忽热很容易导致人生病。
二则 ， 容易造成电力资源的极大
浪费 。 其实早在2007年 ， 国务院
办公厅就下发了 《关于严格执行
公共建筑空调温度控制标准的通
知》， 其中明确规定， “所有公共建
筑内的单位， 包括国家机关、 社会团
体、 企事业组织和个体工商户， 除医
院等特殊单位以及在生产工艺上对
温度有特定要求并经批准的用户
之外 ， 夏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
得低于26摄氏度……”

很显然，26摄氏度红线，并没有

得到很好的遵守。尽管其中有客观
原因的存在，比如按专业人士的说
法，夏天去影院 、商场之所以会觉
得有些冷，主要是因为影院 、商场
这类公共场所空调设计的初衷，就
是为了在室外最热、室内人数最多
的条件下，依然良好运行。 那么到
了平时 ， 温度不是那么高 ， 人数
不是那么多的时候 ， 它的功能就
会有点过量。 为了减少资源浪费、
倡导节能减排 ， 除了需要这些公
共场所加强自律 ， 恪守 “26度红
线 ” 之外 ， 政府有关部门也应该
加强监管力度，要求这些公共场所
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蛐蛐苑

朱清建： 甘肃会宁去年11月启
动的一次招录警察的计划， 引得大
批基层教师离岗， 转而成为公安战
线的一分子。 从现代化的市场职业
选择来说， 这是正常的职业人才流动，
不存在一山望着一山高的问题。 从人
力资源管理角度， 任何行业都要有
适当的流入和流出才更健康。

如今企业急需高技能工人， 但
不少企业难以满足职工对职业发展
需求， 且得不到系统的技能培训。
（8月12日 《劳动午报》）

有关统计资料显示 ， “技工
荒” 已成为制约我国许多企业发展
的瓶颈。 为了招聘到急需的技工，
有些企业开出了 “天价”， 但即便
如此也未必如愿以偿 。 道理很简
单 ， 水管里缺水 ， 水龙头换得再
大也是不会有水。 优秀技工总量匮
缺， 就是从别的企业 “挖墙脚” 挖
来了技工， 也不过是补了西墙却坍
了东墙。 其实， 且不说等到缺技工
时才用高薪急聘未免太晚， 而在出
“天价 ” 招聘急需技工的另一面 ，
更是企业不愿为员工培训花本钱。

形容企业只愿聘用不愿自己培
养的招人用人的功利心态， 有个形
象的比喻： 即插即用， 就像使用电
源接口一样， 要求插上就能使用。
企业要讲效益， 希望招聘的人员上
岗就能独当一面 ， 这或许不难理
解。 但问题是 “挖” 字当头终非长
久之计———倘若谁都 “只挖不养”，
终将水枯泽涸， 即便 “挖来挖去”，
又有什么可挖？

在企业的生产经营中， 决定企
业发展能力的并不是机器设备， 而
是企业员工。 员工的个人价值与企
业价值融为一体， 员工主动为企业
贡献个人的劳动和智慧， 与企业形
成命运共同体。 企业应大力培养自
己的技术人才 ， 鼓励员工钻研技
术， 通过各项培训考核后， 让员工
获得更好的薪酬。 企业需要 “忠诚
员工”， 而企业自己培养的技术人
才， 就是最忠诚的员工。 □奚旭初

还有多少夜班津贴
20年没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