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0日， 在成都郫县开灯饰
店的48岁男子易奉平与公司同事
在新都某山庄做拓展时 ， 发现一
个小男孩掉进水池 ， 仅会两下
“狗刨” 的他来不及脱衣服， 纵身
跃进池塘将小孩救了上来。 不料，
待精疲力尽的他被山庄工作人员
拖上岸时， 小孩与家长却已不知
所终。 （9月27日 《华西都市报》）

常言 “大恩不言谢”， 一般在
发生联系密切者之间 ， 将感恩之
心深藏胸中， 时刻准备予以回报。
不过， 若仅是萍水相逢 ， 人家出
手相助乃至为救命之恩 ， 被救者
脱险后头也不回就消失于茫茫人
海 ， 连一声 “谢谢 ” 也没留下 ，
还是让人颇感意外 、 失望乃至义

愤 。 孩子少不更事或可原谅 ， 但
作为孩子父母咋就如此 “木讷”？

有人也许认为不痛不痒的一
声 “谢谢 ” 是多余 ， 要谢就得给
对方看得见的实惠 。 其实不然 ，
一声 “谢谢 ” 就是给乐善好施者
最好的奖赏 ， 他们会因此感受到
自己的付出是有意义的 ， 也会进
一步激发其助人为乐的热情。

但愿被救孩子父母是一时疏
忽或走得匆忙 ， 若在媒体及公众
关注下能有所觉悟 ， 再带着孩子
当面哪怕是在心底默默对恩人道
一声 “谢谢 ” 也不晚 ！ 未及时道
谢已让社会很受伤 ， 迟到的 “谢
谢” 万不能再缺席。

□崔恒清

救命之恩该有一声“谢谢”

前溪：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
了。 有人网上销售假的 “病假条 ”
不奇怪， 只要有赚钱， 恐怕就会有
人做生意， 但你傻傻地买一张， 还
真的拿着 “病假条” 去请假， 最终
只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每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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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进入老龄化社会
居家养老应加速

孟木二梓： 有专家称， 父母代
子女征婚必须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
不能大包大揽， 如何征婚、 找什么
样的对象都应该征得子女的同意 。
应该说， 这一提醒非常中肯， 谈恋
爱、 结婚成家原本就是孩子自己的
事情， 做父母的如果一手包办， 把
自己的想法、 要求强加给孩子， 很
可能会引起孩子的抵触， 这样反而
适得其反。

代替儿女征婚
容易适得其反

■世象漫说
太危险！

9月25日， 从成都金沙公交站开
往郫县客运中心的成都305A路公交
车上发生了令人吃惊的一幕。 一对
20多岁的青年男女相继从车窗跳下。
据其他乘客介绍， 跳车前两人因坐
错了公交车曾要求司机停车， 司机
以未到站台为由拒绝了两人的请求。
（9月27日 《华西都市报》）

假的“病假条”
能瞒得了谁？

□赵顺清

■长话短说

“史上最严”法规
要有最严的执行

□刘林

�市人力社保局近日发布了中秋节、 国庆节加
班工资计算办法， 本市用人单位在9月27日、 10
月1日、 2日和3日加班， 应当按照不低于日或者
小时工资基数的300%支付加班工资； 10月4日、
5日、 6日、 7日加班， 按照不低于日或者小时工
资基数的200%支付加班工资。 其中， 加班工资
无约定的按职工应得工资确定。 （9月25日本报1
版）

中秋过后， 国庆假期来临， 也让很多务工者
为之纠结， 他们不知能不能如愿拿到加班工资，
也不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另一种情形是近年
来， 一到节假日， 便有相关部门非常热情地站出
来， 细心地提醒用人单位和务工者应该如何计算
加班工资， 其用意非常明显， 那就是期望用人单
位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及时足额给加班
人员发放加班费； 更期望务工者能拿起法律武
器， 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这种节日加班提醒虽然初衷不错， 但效果却
不太理想。 一方面， 虽然务工者没有谁不希望能
足额拿到加班工资， 他们也希望能拿起法律武
器把违规的企业主打倒 ， 但由于在与资方的
博弈过程中 ， 务工者常常处于劣势地位 ， 而
在劳动力供过于求 、 劳工弱势资本强势的困
境下， 员工单枪匹马向违规行为说不， 风险极
大。 一旦得罪老板， 日后可能会被另眼相待， 甚
至打击报复。 谁敢为了区区几个加班工资铤而走
险？

节日加班支付加班费， 法律法规早已白纸黑
字， 写得清清楚楚， 但多留个心眼， 双节加班
“加了白加”， 加班费沦为镜花水月， 《劳动法》
被视若无物， 却也 “很是常见”。 日常中， 本是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到头来， 却沦为违规企
业主扣发工资， 直接辞退的最佳借口。 这种事
例， 我们见得不少。

因此， 相关部门关于节日加班的提醒更多地
被看成是一种形式， 结果只能是， 你相关部门提
你的醒， 那些违规企业主就是充耳不闻， 继续按
照 “潜规则” 办事， 能不给加班费就不给加班
费。 被你逮到了算他倒霉； 逮不到， 那他岂不就
赚了？

事实上， 务工者隔三差五就要面对， 尤其是
遇到拖欠工资、 不支付加班费、 超时加班， 高温
补贴成画饼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时候。 是奋起抗
争、 积极维权， 还是 “强忍泪水往肚子里咽”、
“忍一忍就和谐”， 务工者不得不进行一番两难的
心理挣扎。 对于这样的事情， 务工者不仅需要鼓
足勇气、 提高维权意识， 更需要相关部门积极作
为。 至于 “依赖举报”、 “坐等举报”、 “不举报
不受理” 等行政惰性， 显然是要积极克服的。

所以， 笔者认为节日加班费， 相关部门宜在
提醒的同时， 多些执法， 高悬法律之剑。 首先要
改变劳动者个体维权的困境， 要让他们依靠工会
等集体的力量维权； 其次， 要让侵权企业付出
昂贵的代价 ， 使其敬畏法律 。 比如 ， 加强执
法力度 ， 明察暗访和不定期抽查双管齐下 ，
常态化检查之后再多杀几个回马枪。 重点查处
那些违法违规企业主， 维护法律的尊严， 维护务
工者的权益。 如此动真碰硬， 主动出击， 用人者
还会无动于衷吗？

罗瑞明：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
社会， 解决养老问题显得越来越迫
切， 从目前看， 养老方式有多种 ，
有公立养老机构也有私立养老机
构 ， 但毕竟靠养老机构养老很有
限 ， 只能是对少部分老人进行安
置， 再则， 按照传统习惯大多老人
都习惯居家养老， 因而， 还得因地
制宜加快 “居家养老” 的进程。

史上最严 《食品安全法》 10月1
日起实施。 新版 《食品安全法》 明
确了国家建立食品安全全程追溯制
度， 这也就意味着食品安全追溯已
经成为法定条款， 也明确了消费者
在网购时的权益和维权办法 。 （9
月25日 《第一财经日报》）

新版 《食品安全法》 之所以被
冠以 “史上最严” 称号， 主要在于
大幅提高了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违
法成本。 不仅是食品生产经营者的
违法成本提高了 ， 食品生产 、 销
售、 监管等所有环节的违法成本都
提高了———比如食品检验机构、 食
品检验人员、 食品行业协会以及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等部门及其责任
人， 都要为违法行为负责， 付出相
应代价。

守住道德底线是食品经营者最
起码的原则 ， 但这毕竟靠的是自
律 。 当经营者不能够守住道德底
线， 法律就要出手。 当然， 惩罚只
是手段， 震慑和教育才是目的。 在
提高食品生产经营者违法成本的同
时， 还要加大执行力度， 确保所有
违法生产经营者都会受到惩罚。 现
代刑法学鼻祖贝卡利亚早在200多
年前就说过， 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
刑罚的严酷性， 而在于其不可避免
性。 只有让所有违法违规的食品生
产经营者都受到惩罚， 杜绝漏网之
鱼， 法律法规才有尊严， 也才能最
大限度发挥其效用， 保障公众身心
健康不受侵犯。

总之，“史上最严”《食品安全法》有
了“史上最严”执行，才能成就“史上最安
全”食品大业，才能确保公众“舌尖
上的安全”。 □谢庆富

节日发啥不妨听听员工意见
中秋节， 你们公司发了什么福

利？ 不少上班族在迎中秋的同时
免不了互相探询一番 。 中新网生
活频道日前采访了解到 ， 多数企
业员工已开始收到了各色月饼 、
礼品卡等 ， 为公司点赞的同时 ，
也有不少网友对公司发放的实物
性福利嗤之以鼻 ， 称还不如发钱
来得实在。 （9月27日中新网）

节日期间企业给员工发放福利
本是好事， 但是如何把好事办好，
也是大有学问的 。 中秋发月饼难
博员工欢心的事实告诉我们 ， 企
业节日福利 ， 也应与时俱进 ， 不
能停留在过去那种单调的形式 ，
内容要创新 ， 方法要改进 。 如今
的员工需求是多元的 ， 中秋不一
定就是年年老一套发月饼 ， 可以

征求一下员工的意见 ， 听听他们
的想法 ， 尽量满足员工的心意 。
诸如有的员工不吃月饼 ， 发月饼
也是浪费。

节日福利企业发什么 ？ 不仅
体现企业对员工的尊重 ， 也体现
了企业的人文关怀 ， 节日福利不
是企业的恩赐 ， 而是企业文化的
反映 ， 也是企业赢得人心 ， 形成
凝聚力的 “福利文化”。 节日福利
如果适合员工的口味 ， 受到大多
数员工的欢迎 ， 说明节日 福 利
“适销对路”。 节日福利不是贵的
就是好的 ， 而是适合的才是最好
的 。 节日福利究竟发什么 ， 企业
不妨走出套路 ， 福利不仅是给甜
食， 而是要让员工心里甜。

□戴花

节日加班费
不能光靠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