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市雁塔区丈八街道东滩
社区原主任于凡， 在东滩社区开
发建设过程中， 向开发商索要好
处费5000万元 ， 总涉案金额上亿
元。 今年3月， 经雁塔区纪委研究
决定， 于凡被开除党籍， 移送司
法。 （10月28日华商网）

近日 ， 一组关于 “纪委巡查
组卫生间设意见箱 ” 的照片在网
络上引发关注 。 这组照片显示 ，
标注为 “市纪委第三巡查组意见
箱” 的铁质盒子被设置在卫生间
内的水池旁， 意见箱是菏泽市纪
委第三巡查组在进驻单位菏泽市
城市管理局设置的 ， “纪委意见
箱的设置要避开单位监控摄像头
或太过明显的地方 ， 以保护举报
人的隐私。” （10月26日央广网）

把 “意见箱设在厕所 ” 听起
来貌似很搞笑， 却再次印证了当
前环境下对举报人的保护还存在
着很多问题———举报人还很难大
大方方地检举各类违纪违法问题，
否则， 菏泽巡视组也不会出此权
宜之计， 而且还引起舆论的褒贬
争议。 其实， 我国的举报人保护
制度并非空白 。 《刑事诉讼法 》
规定： “人民法院 、 人民检察院
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

亲属的安全。” 但如何保障？ 用什
么办法保障， 法律没有明确规定，
实践中也缺乏可操作性。

“意见箱设在厕所” 的良苦用
心 ， 未必就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
按照菏泽官方的解释 ， 这样做是
为了避开监控， 但我们不要忘了，
厕所里的意见箱虽然可以避开室
内的监控 ， 却无法避开室外的监
控， 从意见箱挂在厕所的那一刻起，
就必然会有一部分人为了“避嫌” 而
选择不上这个厕所， 而那些执意不
“避嫌” 的人， 也难免会成为某些
人眼中的举报人 ， 打击报复举报
人的可能性也就会大大增加。

如何保障公民举报的权利 ，
却有赖于举报人保护机制的完善。
只有用完善的法律制度与细密的
保护制度切实保护举报人利益 ，
营造出良性的举报环境 ， 才能消
除举报人的后顾之忧 ， 并对犯罪
分子发挥威慑效应。 □盛人云

“意见箱设在厕所”能保护举报人吗

余清明： 呼和浩特的张先生 ，
在呼伦南路双树商业街的一个送水
站购买了1000元桶装水水票。 今年
8月对方突然停止了送水， 现在他
手里还有40多张水票没有用完， 但
连送水的座机电话也打不通了。 面
对玩 “失联” 的老板， 消费者气愤
而无奈 ， 但相关的监管和执法部
门却不能保持沉默。

■每日观点

新闻【快评】本版热线电话：63581010│ E—mail:bjldwbpl@126.com│校对 李亚楠│美术编辑赵军│本版编辑 康雪冬│２０15年 10月 ２9日·星期四02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行人闯红灯
真没治了吗

高难度作业
是留给谁的

■世象漫说
小官巨腐

老板玩“失联”
监管要出招

□赵顺清

■长话短说

遏止“工龄侵权”
法律要亮剑

□李红军

11月1日起， 《刑法修正案 (九)》 正式施行。
值得关注的是， 这部新修订的法律增加不少新的
规定， 比如将在微信、 微博发布假消息， 国家考
试中找人替考， 试图通过医闹获利， 校车、 客车
严重超员、 超速， 私藏恐怖主义书籍， 虐待老幼
病残等9种常见行为， 列入刑事处罚范围。 以往，
这些违法行为可能被行政处罚， 但往后， 则要被
追究刑事责任， 给自己留下极不光彩的 “案底”。
（10月28日 《扬子晚报》）

10月27日， 一则 “假消息” 在网上疯传， 颇
为博人眼球： 我国著名词作家阎肃老先生 “被死
亡”。 这则 “假消息” 由著名歌唱家于文华在自己
的微博上首先发布， 而后证明这是一则彻头彻尾
的 “假消息”。 于文华通过自己的微博和媒体澄清
了事实， 并向阎肃老先生和他的家人道歉， 最终
求得了谅解。

近年来， 随着微博、 微信的广泛应用， 人们
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广泛， 有些人通过微信、 微
博向人们传递了及时有用、 真实可信的信息， 丰
富了人们的生活， 而有些信息则是空穴来风， 无
厘头， 甭说是阎肃老爷子， 就是成龙、 刘德华、
崔永元也曾经 “被死亡” 过多次， 令人匪夷所思。

面对人们的恶意诽谤， 很多人表现了一种超
然与大度， 来个一笑了之， 或许他们没有过多的
时间纠缠于这种恶意中伤， 懒得计较， 但是若今
后再出现这种情况， 制造、 传播 “假消息” 的始
作俑者可能就要 “吃不了兜着走了”， 毕竟法律为
公民维权撑起了 “保护伞”， 今后谁再拿着 “假消
息” 开玩笑， 搞恶作剧， 将会面临着追究刑事责
任的风险， 这绝非危言耸听。

作为一个现代公民， 不信谣言， 不传谣言是
基本的道德要求。 然而， 现实语境下总有那么一
些人热衷于 “小道消息”， 偏听偏信， 有些事情没
有经过甄别便稀里糊涂地信谣传谣， 在社会上造
成了一定的恶劣影响。 作为一个现代人， 应具备
起码的是非判断能力， 当一个消息出现后首先要
多加思考， 理性看待， 不能人云亦云， 那样很容
易误入歧途。

“假消息” 泛滥成灾， 从大的方面讲影响社
会的安定与团结， 成为社会不和谐因素， 比如制
造传播地震、 爆炸、 车祸等骇人听闻的 “假消
息”， 很容易让人产生恐惧心理。 从小的方面讲，
“假消息” 是对个人隐私权的公然侵犯。 一个人好
端端地却莫名其妙地 “被死亡”， 这种恶意中伤是
对他人名誉权、 人格权的严重侵犯， 当事者完全
可以运用法律手段来为自己讨公道， 要说法。

明星也好， 公众人物也好， 理当以良好的道
德规范要求自己， 谨言慎行， 因为你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某种程度上都在起着一种传播作用，
有时候你的一个不经意的 “恶搞” 可能由此 “官
司缠身”， 这是何苦呢？ 我们常说， 谣言止于智
者。 有些 “假消息” 缺乏起码的常识， 可谓是漏
洞百出， 可仍有些人对此笃信不疑， 并将其加以
传播， 丧失了基本的做人良知和道德底线， 可悲
可叹。

鉴于此， 希望人们在微信上也好， 微博上也
好， 多些 “正能量”， 多给人们提供一些有用实用
的信息， 少些猎奇与无聊， 虽然说谣言最终是
“不攻自破”， 可毕竟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 为
传播假消息而吃官司得不偿失， 所以当个理性公
民至关重要。

�陈攀峰： 为助推莆田创建文明
城市，遏制行人闯红灯行为，荔城交
警在新街口首推行人闯红灯曝光
台。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要注意”
的儿歌人人从小都会传唱， 为何长
大成人后反而还不如小学生懂得自
觉遵守交通规则呢？ 这已经不单纯
是加强教育的问题了。 加大交通违
法成本，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选项。

记者采访得知， 一些企业通过
“变换劳动合同签订主体”、 “内部
调动”、 “公司合并” 等规避职工
工龄连续计算 ， 损害职工权益 。
（10月27日 《工人日报》）

工龄和领取养老待遇、 带薪年
休假、 探亲假、 计发解除合同经济
补偿金等 “息息相关”。 企业 “克
扣” 职工工龄， 从多方面损害了职
工权益。 工龄之所以 “缩水”， 一
个浅显的原因是资本逐利， 从损害
职工权益中榨取 “利润最大化”。 而更
为深刻的背景， 则是规章制度乃至法
律法规上存在漏洞、 盲区， 给见利
弃义的企业提供了可趁之机。

关于工龄的相关规定， 来自于
1978年颁布的 《国务院关于工人退
休、 退职的暂行办法》， 这一办法
沿用至今。 但三十多年来， 从计划
经济到市场经济， 从一职定终身到
劳动力自由流动、 从生老病死随企
业到保障制度社会化， 情形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有关工龄的规
定， 却仍未同步跟进。

尤须关注的是 ， “工龄侵权 ”
大多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 在不知
不觉发展， 而且即使发现了也往往
没有依据， 投诉无门， 劳动者吃哑
巴亏。 事实反复证明， 保护职工权
益， 不能靠老板良心而要靠法律。
防止工龄被 “克扣”， 亟须在劳动
法律法规中增设工龄条款， 使工龄
纳入法律调整范围， 从而对 “工龄
侵权” 釜底抽薪。 □奚旭初

关爱环卫工更要常态化
10月26日是第19届 “广西环卫

工人节”， 广西恒美丽集团公司向
20名柳州市 （区 ） 、 县 （新区 ）
“2014年度十佳城市美容师” 以及
17名 “恒美丽 ” 先进环卫职工送
晚报、 送温暖 ， 希望不断提高环
卫工作的标准和水平 ， 共同把柳
州建设成为环境优美 、 生态宜居
的城市。 (10月27日 《柳州晚报》)

近些年 ， 随着文明程度的提
高， 环卫工人日益引起社会各界
的关注， 像之前就有请环卫工吃火
锅、 好心市民送爱心午餐等方式来关
怀时下的环卫工， 但这种形式是否可
以有效长期的维持下去， 如果仅是
一阵暖风刮过 ， 那这种形式也就
没有了实际意义。

关爱环卫工 ， 不能靠偶尔的

人性化 ， 更要靠常态 。 必须要完
善制度设计 ， 把环卫工纳入社会
制度保障中 ， 只有长效而公平的
机制 ， 才能让环卫工人工作 、 生
活得有尊严 。 像最近 ， 广东阳江
市政府下发通知 ， 进一步保障环
卫工人的合法权益 ， 推动环卫事
业持续健康发展 。 要求提高环卫
工人月基础工资 ， 同时阳江将建
立环卫工人定期健康体检制度等。

总之，改善环卫工工作和生活
状况，不能只靠感性的话语、 偶尔
的善行 ， 更需要制度保障 ， 需要
环卫部门转变管理思路 ， 让辛劳
在一线的 “城市美容师 ” 有尊严
的劳动和体面的生活。 这不仅是社
会各界的殷切希望， 更应是各级政府
的坚定立场和责任担当。 □鹰远

当个理性公民
对假消息说“不”

邓海燕 ： 马上又临近西方的
“万圣节” 了， 各个幼儿园又开始
为万圣节做准备。 北京一名家长为
了给3岁女儿完成万圣节作业———
制作南瓜灯， 一不小心竟刺破指动
脉， 立即送往医院。 不知从什么时
候开始 ， 从幼儿园到小学低年级，
家长吐槽各类奇葩作业似乎已成了
一个潮流。 各种作业， 为难的不是
孩子， 而是孩子身后的家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