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4日上午10时6分， 四川省
西充县城北新区一在建楼盘楼顶，
一男子因讨薪无望爬上11层高楼
楼顶欲跳楼轻生 ， 不料出现中暑
现象 ， 最后晕倒在楼顶 。 目前 ，
男子已被送往当地医院进行救治。
（8月14日四川新闻网）

近年来， 国家三令五申强调不
得拖欠农民工工资 ， 各地政府以
及劳动监管部门也纷纷出台相关举
措， 从源头遏制恶意欠薪问题。 可即
便如此 ， 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
仍时有发生 。 特别是年终岁尾 ，
因讨要工资屡屡引发恶性事件 ，
在 “跳楼讨薪 ” 等悲剧的背后 ，
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遭遇欠薪
农民工的辛酸与无奈。

虽然说， 在法治社会， 农民工
一旦遭遇欠薪 ， 可以拿起法律武

器来捍卫自身权益， 同时， 各级政
府以及劳动主管部门也支持农民工
用法律维权。 然而， 在法律维权的
道路上， 又何尝不是阻力重重呢？
比如说， 很多在建筑工地上打工的
劳动力， 并未享受到法律认可的一
纸合同。 尽管执法部门一再倡导农
民工要签订劳动合同 ， 但在这方
面， 无论是地方政府， 还是劳动主
管部门， 还应当更多地督促监管用
人单位。

劳动监管部门应当与时俱进畅
通投诉举报渠道， 面对劳动者遭遇
欠薪问题， 必须要及时出击、 快速
处置。 无论如何， 面对农民工欲跳
楼讨薪的悲剧， 当地政府以及劳动
主管部门都应妥善解决， 并以此事
为教训， 进一步健全优化劳动力维
权服务保障体系。 □周歌

对“跳楼讨薪”监管部门要勇为

张绪才： “人走到哪里， 发票
就报销到哪里。” 因犯受贿罪、 贪
污罪， 河南平顶山中级人民法院近
期判处河南周口原市委常委、 政法
委书记朱家臣有期徒刑18年， 剥夺政
治权利5年。 “发票书记” 暴露公款报
销上的乱象。 只有从日常小事抓起，
有违必查， 动辄则咎， 才能更好地
防止 “小问题” 酿成 “大祸害”。

■每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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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移动阅读盛行
究竟是喜是忧

汪昌莲： 8月14日， 圆通快递
西安市未央区网点， 一个密封的塑
料袋包裹向外流液体， 一名快递员
凑到跟前闻了闻， 瞬间头晕恶心，
经诊断为异氰基乙酸酯中毒。 “毒
快递” 重现， 再敲安全警钟。 邮政部
门应加强对国内快递行业的监督管理，
再者， 要实行快递实名制， 在源头上
对快递犯罪行为进行遏制。

“毒快递”重现
再敲安全警钟

■世象漫说
“大”不如“中”

《 中 国 青 少 年 体 育 发 展 报 告
(2015)》 15日在湖北宜昌正式发布 。
《报告》 集中反映了近年来中国青少
年体育领域的基本状况和主要进展。
作为其中一大看点， 多项身体素质检
测显示 ， 大学生身体素质不如中学
生。 （8月16日中新网）

“发票书记”
暴露报销乱象

□赵顺清

■长话短说

安全知识培训
要多些“私人定制”

□瞿方业

8月11日上午 ， 东莞市总工会
联合市安监局在麻涌镇启动安全生
产知识培训教育活动， 拟用3年时
间， 对全市各镇街 （园区） 一万名
企业工会干部进行安全生产知识培
训。 （8月15日 《南方工报》）

没有安全， 赚太多的钱也可能
被事故吞噬， 缺乏安全意识是最大
的隐患。 解读许多的火灾、 爆燃等
意外， 专业知识和能力的缺乏是短
板。 企业和个人心中应当有 “红线
意识”。

企业应通过网格化、 大数据等
平台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职能部门
多些飞行检查、 回头看， 发挥基层
综管员 、 楼长 、 企业安全主任 、
“吹哨人” 的作用， 将形成 “人人
都是安全员” 的全新格局。 但必须
承认， 不同的行业和企业， 诚如有
的员工不知粉尘积累到一定浓度会
爆炸那样， 预防的手段有所区别，
整改手段自然不尽相同。 建设一支
高素质的监管队伍， 理应根据不同
的行业有不同的特点和需求， 知识
和防控手段讲求差异性 ， 实行分类
管理 ， 培训和宣传时必须分级 ，
“对症下药” 地练就火眼金睛促进
他们善于发现隐患， 采取正确措施
整改， 同时掌握逃生自救、 互救的
应急能力。

安全监管有个 “海恩法则 ” ，
事故的征兆和隐患藏在细节处， 贵
在及时排除。 然而安全监管是个专业
性很强的技术活， 知识和能力的提高
要有针对性。 否则， “一锅烩” 式的
培训难以造就行家里手。 □袁斗成

�天津港 “8·12” 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发生
后， 一些网站或随意编发 “天津大爆炸死亡人数
至少1000人”、 “方圆一公里无活口” 等谣言， 或
任由网站用户上传来自微博、 微信的相关谣言，
制造恐慌情绪， 成为谣言的集散地， 造成恶劣社
会影响， 受到网民的谴责和举报。 国家网信办会
同有关部门， 对车夫网、 美行网、 军事中国网等
18家网站采取永久关闭、 注销备案处罚措施， 还
有30多家网站被处罚。 （8月15日新华网）

天津爆炸事故发生， 举世震惊。 面对灾难，
最重要的是扑灭大火， 挽救大众的生命财产。 但
一些不法网站为了点击率或其他目的， 乘机兴风
作浪， 发布不实言论， 必然制造恐慌情绪， 影响
社会秩序， 对于抢险救灾这个重大目标来讲， 有
害无利。 查处不良网站， 打击谣言胡乱传播， 对
于安定人心， 稳定秩序， 促使媒体履行社会责
任， 非常必要。

但是要让谣言彻底消失， 失去存在的土壤，
首先得让真相跑到谣言的前头。 谣言止于智者，
谣言止于真相。 要让谣言失去市场， 就得让权威
的信息跑到前面。 这就要求国家相关部门在事件
发生后， 及时发布权威信息， 让媒体及时报道真
相。 只要真相不间断地随着事件进展发布出来，
即使产生一些谣言， 也会不攻自破。

应当说， 自从爆炸事故发生后， 随着救灾的
进展， 信息一直在滚动报道， 真相在不断发布。
而在这过程中仍然出现一些谣言： 有些产生于人
们的疑虑， 比如氰化物对周边有无影响， 会不会
影响到其他地区的安全； 有些则是胡乱猜测， 如
“天津大爆炸死亡人数至少1000人”、 “方圆一公
里无活口” 等。 人们的疑虑可以通过不断公布真
相来化解， 对于不负责任的不实信息， 就得打击
和清理。 同时要让真相跑在前面， 真相落在了后
面， 就得反思发布机制还有改进之处。

其次， 要分析谣言产生的土壤。 应当反思一
下， 一些群众听信谣言， 是不是与长期以来一些
部门对信息公开重视不够有一定关系。 爆炸事故
发生之后， 人们突然发现在离居民小区和办公场
所不远处， 竟有危险化学品仓库。 而这些信息，
长期以来群众是不知道的。 据报道， 天津爆炸涉
事企业， 即瑞海国际或无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相关危险化学品露天堆放。 那么， 这些危险品仓
库是如何悄无声息地 “潜伏 ” 在居民小区旁边
的？ 如何通过了环评， 通过了监管者的眼睛？

对于这些问题如果不能进行及时可信的回
答， 自然会影响大众的认知， 从而让谣言由于真
相的缺位而不断产生。 尤其重要的是， 平时就没
能及时公布真相， 让信息公开成为习惯， 到了关
键时刻， 谣言就会像影子一样， 紧随灾难而来。
长期的政务信息不公开， 不仅让群众在灾难面前
会无所适从， 连相关部门也显得手忙脚乱， 不明
真相。 爆炸发生后， 有多少氰化物在爆炸现场，
就一直没有搞清。 而对于现场情况不明， 是不是
一些消防员和公安战士冲向火场从而牺牲和失踪
的原因， 都需要不断的追问。

因此， 严厉打击传播重大灾害事故谣言的网
站是必要的， 但消除谣言产生和传播的土壤， 更
加必要。 要做到这些， 公共信息公开应当常态
化， 对企业的监管应当法治化、 规范化， 减少猜
测和疑虑产生的空间， 让社会多一些诚信， 少一
些怀疑， 多一份理性， 少一些暧昧， 让公开透明的
阳光， 驱除长期存在于民众身上的习惯性质疑。 只
有公开和真相一直在场， 谣言终将失去市场。

面对“奇葩惩罚”要敢于拒绝
近日 ， 广东江门新会街坊报

料， 有一位16岁女孩阿丽 （化名），
7月底开始在一间健身中心打暑期
工。 阿丽说因为他们做不够业绩，
就被健身中心的主管逼吃蒜头和喝
醋， 搞得她不舒服。 （8月15日金
羊网）

作为用人单位 ， 约定劳动任
务， 甚至建立相应奖惩制度以激励
员工工作等， 这显然是必要的。 但
下达劳动任务也好， 进行奖惩激励
也罢， 显然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
要守法。

现实生活中， 类似的奇葩惩罚
并非个案 。 比如剃光头 ， 比如爬
行 ， 比如拴着铁链游街 ， 比如裸
奔， 比如喝洗厕水等等。 而且每次

类似奇葩惩罚被曝光之后， 相应用
人单位都会拿出 “愿赌服输” “员
工自愿” “没有强制” 等说辞推卸
责任。 岂不知， 在吃蒜头喝醋等惩
罚面前， 本来就处在了弱势地位的
劳动者， 如果想要保住工作， 其往
往是没有选择的。 所谓的 “员工自
愿”， 摆明了就是睁眼瞎话。

面对一些企业 “吃蒜头喝醋”
等奇葩的、 牵连到人身损害、 人格
侮辱甚至违规违法的惩罚和要求，
劳动者必须团结， 不能一味忍让或
屈从， 免得助长用人单位气焰。 相
反， 劳动者要敢于说不， 要勇于反
抗， 甚至要向相关劳动保障部门投
诉等 ， 以此保证劳动权益免受伤
害！ □北方

毛忠斌： 随着近年智能手机的
日益普及， 尤其是大屏手机价格平
民化， 因其阅读体验远高于以往的
小屏手机， 时下使用手机阅读的人
越来越多可说是顺其自然的事情，
毕竟随时随地掏出手机就能阅读实
在是很方便。 那么， 将近4成网民
的第一阅读途径是手机这一比例，
到底是好是坏呢？

查处不法网站
让真相跑赢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