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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山寨社团”
曝光更要“除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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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

娃毕业 折腾妈

■有感而发

王恩奎： 广东茂名一名镇委
书记为应对省纪委暗访组， 竟谎
称镇政府发生火灾， 授意供电部
门对镇政府所在街道范围进行断
电，阻挠暗访组查账。 近日，涉事
的茂名信宜市白石镇镇委书记林
春永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行政记
大过处分，被调离现工作岗位。真
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不过镇委
书记如此“拔电源”阻碍暗访的对
策，是个歪点子馊主意，是“此地
无银三百两”的不打自招。

给孩子们一个快乐的暑假

最好的保健品是子女常回家看看

■每日观点

□乔木

企业不当降薪，工会当有作为

俗话说，有作为才能有地
位。工会组织如何履职尽责，并
且在企业降薪等涉及职工利
益的紧要关头依法、合规地开
展工作，展现作为，不仅从根本
上决定着工会组织在企业当
中是否有地位，地位是否受到
各方面的应有尊重，更决定着
工会组织能否得到广大职工
的认可与追随。

殷建光： 根据举报线索和核
查情况 ,民政部20日公布了第八
批 “离岸社团 ”、 “山寨社团 ”
名单。 自3月16日民政部民间组
织管理局主管的中国社会组织网
开通了 “离岸社团”、 “山寨社
团” 曝光台以来 ,曝光台陆续公
布了8批 “山寨社团” 名单， 曝
光总数已经达到748家。 对 “山
寨社团 ” 要曝光 ， 让其接受谴
责， 更要除光， 必须责成当地部
门进行责任追查。

落实高温津贴
监管必须发力

有的困难企业， 在降低工资
标准时做法简单 ， 统一下降比
例， 而没有考虑到不同身份不同
岗位干部职工工资的基数， 导致
职工特别是三线职工工资过低，
有的甚至达不到当地最低工资标
准。 日前， 山西省晋城市总工会
对该市不同行业的近100家生产

经营困难企业进行调研指导， 并
通过撬动工资集体协商的杠杆作
用， 保障职工权益， 初步形成了
企业与职工共克时艰的局面 。
（6月22日 《工人日报》）

市场经济条件下， 职工工资
随着企业效益好坏而增加或者减
少， 这是许多企业为促进职工与
企业同呼吸 、 共命运 、 同甘共
苦、 共克时艰的一种激励措施与
约束办法。 处置得当， 企业与员工
之间会形成一种 “捆绑式” 的利益
共同体，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但
若是一旦处置不当， 也极其容易伤
害到职工对企业的感情， 破坏企业
凝聚力与向心力的形成。

尤其是作为经营状况不甚良
好的困难企业， 在做出职工减薪
等影响职工个体利益的决定时，
就更应该慎之又慎， 不仅要经过
深思熟虑的调研、 考察与分析、

论证， 更要主动征求企业工会的
意见。 而作为企业工会组织， 职
工利益代言人的身份与地位， 也
要求其在企业做出减薪等涉及职
工利益的决策过程中， 绝不能高
高挂起、 袖手旁观， 而是必须积
极、 主动、 及时地参与其中， 一
方面维护广大职工的利益不受不
合理影响与企业单方面不当政策
损害， 另一方面也是努力发挥好
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 、 纽 带
以 及 企 业 与 职 工 之 间 的 粘 合
剂 作 用 ， 努 力 形 成 职 工 个 体
与企业整体之间 “执子之手， 与
子携老” 的共奋进、 共繁荣局面
的基本要求。

山西省晋城市总工会在对该
市近100家生产经营困难企业的
调研指导过程中发现， 部分困难
企业尤其是一些煤炭企业为了减
轻企业负担 ， 减少企业生存压

力， 不仅采取了降低成本、 职工
轮岗 、 停薪留职等措施进行自
救， 还单方面采取了统一下调工
资的办法， 以牺牲职工利益为手
段来为企业减压， 以期谋求企业
的生存与发展。 甚至， 有的企业
在降薪过程中， 根本没有经过科
学、 合理的调研与论证， 而是武
断地采取了统一下降比例这种简
单 “一刀切” 的降薪手段， 结果
导致职工特别是三线职工工资过
低， 有的甚至达不到当地最低工
资标准， 并由此而引发了大面积
的职工不满情绪， 令企业发展陷
于极其被动局面。

所幸的是， 这种不利局面在
晋城市总工会的直接参与下， 已
经得到了及时扭转， 企业不当降
薪行为也全部得到了纠正 。 但
是 ， 反思之后 ， 我们也不难发
现，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状况， 至

少已经说明了三个问题。 一是企
业在做出重大决策过程中， 没有
征求工会意见， 也就是单方面忽
略了工会组织的存在； 二是企业
工会组织没有发挥出维护职工利
益的基本职责和作用 ， 从 而 导
致职工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 三
是广大职工的自我维权意识不
强， 在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 尽
管产生了不满情绪， 但却没有诉
诸工会或其它权益保障组织以寻
得保护。

俗话说 ， 有作为才能有地
位。 工会组织如何履职尽责， 并
且在企业降薪等涉及职工利益的
紧要关头依法 、 合规地开展工
作， 展现作为， 不仅从根本上决
定着工会组织在企业当中是否有
地位， 地位是否受到各方面的应
有尊重， 更决定着工会组织能否
得到广大职工的认可与追随。

走红地毯、 穿博士袍拿毕业证、 航拍毕业照……
正值毕业季， 申城幼儿园纷纷为大班毕业生筹办各种
“高大上” 毕业活动， 或模仿大学毕业典礼、 或进行文
艺汇报演出、 或是拍摄各式毕业照， 有的学校一个月
组织的各种毕业活动达到8场， 不少家长感慨， 娃毕
业， “折腾妈”。 （6月22日东方网）

□老笔

记者调查发现， 全国已有
28个省份制定了高温津贴标
准， 但发放名目、 标准等差异
很大。 一些中小企业的高温津贴
仍是 “纸上清凉”， 有的企业违
规以防暑饮料冲抵高温津贴。
（6月22日 《新华每日电讯》）

毋庸讳言， 享受高温津贴
是劳动者的法定权益。 然而，
现实情况却是， 尽管 “全国已
有28个省份制定了高温津贴标
准， 但发放名目、 标准等差异
很大。 一些中小企业的高温津贴
仍是 ‘纸上清凉’， 有的企业违
规以防暑饮料冲抵高温津贴”。

应该说 ， 对于企业而言 ，
区区几个月高温津贴并不算什
么， 只不过是有些企业 “揣着
明白装糊涂”， 尤其是一些中
小企业， 本身福利待遇就不正
规， 更不用说是并非强制性的
高温津贴了 。 而对劳动者来
说， 在强势的用工方面前， 能
将工资及时拿到手就很 “知
足” 了， 有谁会为了区区几个
高温津贴的 “小钱” 而去砸自
己的饭碗呢？ 但如果继续深挖
细究， 高温津贴福利的落实如
何， 其实也是监管作为的一张
试纸。

虽然说， 相关部门已经对
员工权益依法作出规定， 可很
多时候规定却停留在纸上 ，
“民不举、 官不究” 仍不同程
度存在， 违法成本低、 维权难
度大并未得到缓解。 唯有监管
部门积极履职， 把该做的工作
做到位， 劳动者的权益才能得
到充分尊重。

尽管这会存在一些困难 ，
但办法总会有的。 比如， 在建
立更为严格的监察制度， 加大
对不遵守国家规定的企业的处
罚力度的同时， 也要建立劳动
者维权快速通道， 简化劳动者
维权程序， 使劳动者在最短时
间内得到法律救济 。 唯有如
此， 才能真正维护好广大劳动
者的合法权益， 确保高温津贴
的实至名归。 □祝建波

6月20日是武汉市2016年中
考第一天 ， 记者在部分考点看
到， 校外培优机构的工作人员冒
雨分发传单 ， 为假期招生做广
告。 有家长表示， 虽然孩子中考
没结束， 但暑假里已经有三个补
习班要上。 （6月21日 《武汉晚
报》）

眼下一年一度的学期考试
和中考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 虽
然离放暑假还有一段日子， 可不
少家长已经开始未雨绸缪， 为孩

子的假期 “布置作业”： 数学班、
英语班、 钢琴班、 书法班……令
人目不暇接。 暑假如此 “课程满
满”， 人们不禁要问： 孩子还有
“快乐童年” 吗？

作为家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童年经历， 谁都希望自己的童年
快快乐乐， 无忧无虑， 家长们按
照大人意志去雕塑自己的孩子，
动辄让孩子参加这 “兴趣班 ”，
那 “特长班”， 只能以牺牲孩子
的快乐为前提。 孩子们为 “班”

所困 ， 只能是一种 “活受罪 ”，
毫无快乐可言。

希望我们的家长多些换位思
考， 少些 “家长意志”， 不要把
家长的意志强加于孩子身上。 家
长要学会尊重孩子的兴趣， 孩子
不感兴趣， 你却在那里搞硬性的
“拉郎配”， 到头来可谓是 “赔了
夫人又折兵” ———浪费了钱财不
说， 还得不到预期效果， 惹得孩
子极为反感， 这是何苦呢？

□李红军

中国保健协会的数据显示 ，
目前我国保健品的年销售额约
2000亿元， 其中老年人消费占了
50%以上。 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
发布的报告， 约七成消费者对国
内保健食品市场不太满意。 不少
保健品公司打亲情牌， 用虚假、
夸大的营销方式忽悠老人购买产
品。 （6月22日中新网）

老人为何容易被保健品推销
员忽悠呢？ 中国保健协会保健品
市场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王大宏对
记者说， 老年人渴望被关怀、 惧
怕孤独， 但很多老人的子女不在

其身边， 没有足够的时间照顾他
们。 一些非法营销人员利用了老
人心理上的空缺， 通过精神慰藉
等手段引诱他们购买产品。

“亲情攻势”是一些保健品推
销员常用的手段， 许多推销员甚
至一上门就喊“爸爸妈妈、爷爷奶
奶”，还会帮老人做家务、陪聊。老小
老小，人老了就跟小孩一样，需要有
亲人的关怀和照顾，有时明知上当受
骗，但依然飞蛾扑火，为的就是有
人关心有人说说话。

谁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关爱
老人就是关爱我们的将来， 这应

该成为每个社会人的共识。 老年
人花巨资购买一辈子都吃不完的
保健品， 或购买到一些根本毫无
用处的虚假保健品， 仅仅反映出
老人内心孤寂的冰山一角。 无论

是从国家层面提出子女必须回家
看望父母的次数， 还是确保规定
子女养老赡老的义务， 归根结底
在于呼吁子女要常回家看看 。

□谢晓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