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公共自行车
不再遭受“虐待”

■世象漫说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实习证明”热卖
究竟是谁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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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

屡罚不改

■有感而发

童其君 ： 自6月30日正式投
入使用以来， 泉州市区公共自行
车受到不少市民的关注与认可。
但同时， 有关部门巡查发现， 一
些市民在使用过程中操作不当，
甚至出现一些不文明行为， 主要
表现为架空空踩，立架上坐、故意
反转坐椅等。对这些公共设施，请
每一个人在享受便捷的同时，还
是好好爱护好， 像呵护自家的财
物一样善待公共自行车， 利人利
己， 别让它哭泣、 流泪。

要保护消费者的“差评”权利

物业引进APP应征得业委会同意

■每日观点

□张西流

欠薪老板“玩失踪” 监管不应“失守”

治理恶意欠薪， 不能依赖
于民工 “悬赏”。 相关部门应多
办实事好事， 少做表面文章，
切实担负起维护劳动者合法权
益的社会责任； 特别是， 司法
机关应提高 “恶意欠薪入罪”
的执行力， 严厉打击恶意欠薪
行为， 依法为民工等弱势劳动
者保驾护航。

钱夙伟： 暑期到了， 不少大
学生发现， 高校规定的实习期和
考研或仅仅是 “吃喝玩乐” 计划
撞车。 怎么办？ 有人想到 “找关
系” 开实习证明， 需求量的增加
甚至催生出专门叫卖 “实习证
明” 的淘宝店。 弄虚作假的 “实
习” 害人匪浅。 且不说失去了可
贵的实习机会 ， 更如有学生表
示， 买来的实习证明对自己以后
走入社会有害无益， “以后都不
能理直气壮地说出这段经历 ”。
而诚信是为人之本， 说重点， 如
此的诚信缺失， 将是今后人生中
的一个阴影。

大学生兼职被骗
监管不能放任自流

7月7日， 武汉铁路职业技
术学院大二学生小刘与另外52
名大学生通过中介公司介绍，
坐上了一辆前往广东东莞的大
客车， 本以为是去一家电子厂
做暑期兼职， 不料却被扔到了
东莞街头 。 在东莞 ， 这 些 学
生 当 中 有 的 9 个 人 挤 一 间
房 ， 有 的 一 天 只 吃 一 顿 饭
……记者前往涉事中介武汉
美周末商务有限公司， 该公
司已人去楼空， 相关负责人拒
接记者电话。 （7月14日 《中
国青年报》）

大学生求职过程中总容易
遭遇 “骗局”， 一方面由于这
些大学生涉世未深， 缺少社会
经验和自我保护的意识， 学校
又缺少警示教育和相应保护措
施； 另一方面是相关监管部门
对人力资源市场上的 “黑中
介”、 “骗子公司” 监管不严、
处罚不力， “黑中介” 骗取介
绍费 、 骗子公司骗取 “体检
费”、 “保证金” 等诈骗案例
屡见不鲜。

骗子的手段并不高明、 诈
骗案件也经常被曝光， 但总是
有学生 “前赴后继 ” 相继被
骗。 面对披着合法 “外衣” 的
“黑中介” 或不法企业， 如何
辨别真假、 谨防上当呢？ 大学
生在求职前， 首先应通过各种
渠道对招聘企业进行了解， 并
深思熟虑， 不急于求成， 不盲
目追求不切实际和与自己能力
不符的所谓高薪 ， 因为不贪
“馅饼 ” 就不容易掉进 “陷
阱”。 其次， 要认识到正规的
企 业 是 不 会 在 未 入 职 前 向
应 聘 者 收 取 费 用 的 。 求 职
时 ， 遇 到 招 聘 单 位 索 取 培
训 、 体检等费用的 ， 可以通
过委婉的方式拒绝。 再次， 要
多了解相关就业的法律法规，
增强维权意识， 与中介和实习
单位都要签订相关书面协议，
拒绝各种口头承诺。

总之， 针对大学生遭遇的
各种求职骗局， 相关部门决不
能再放任自流 ， 必须多管齐
下、 严厉打击、 从源头防范，
保护大学生求职者的合法权益
和人身安全是当务之急！

□吴左琼

近日， 有济南的网友爆料 ，
6月23日曾使用 “饿了么” 软件
订餐， 因为商家送货延误给出差
评， 两天后店主根据订餐软件上
的地址找到用户， 持菜刀上门将
其砍伤， 致右手大拇指、 食指 、
锁骨、 太阳穴受伤， 一共缝了19
针。 （7月14日 《北京青年报》）

如果说 “差评被打” 只是个
例， 还不足以引人忧虑。 然而，
观察这几年的社会新闻 就 会 发
现 ， 消 费 者 遭 遇 的 “ 差 评 惊
魂 ” 可 谓 五 花 八 门 ， 受 到 言

语 威 胁 、 “呼死你 ” 还算是轻
量级的 ， 至于收到卖家寄来的
“裹尸袋”、 寿衣、 棺材， 甚至个
人信息被挂到黄色网站上， 也不
是没有先例。

客观公正且恰如其分的差
评， 对商家无不是一种很好的监
管与提醒 。 道理很浅显 ， 商 家
的 经 营 之 道 是 讲 诚 信 、 讲 品
质 、 讲 服 务 ， 要 想 得 到 消 费
者的 “好评 ” ， 就应把重心放
到 提 高 商 品 性 能 、 改 善 服 务
质 量 上 ， 而 不 是 靠 威 逼 利 诱

的 手 段 去 阻 止 消费者的 “差
评”。 这种 “愚蠢” 之举， 非但
化解不了消费者合理的诉求、 公
正的呐喊， 反而更会激起消费者
的又一次义愤， 实属 “自搬石头
砸自脚”。

面对 “差评被打” 的现实 ，
所有的共识无非是一句话： 净化
网络消费环境， 不能无视法律兜
底的责任与惩戒力。 只有将网购
行业纳入法治地带， 才能真正保
障消费者的 “差评” 权利。

□徐剑锋

环境保护部日前通报今年５月各地环境保护法配套
办法的执行情况。 通报显示， 一些企业已多次因超标
排放污染物受到处罚， 此番仍赫然在列。 这些企业摆
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态度， 让公众大跌眼镜。 根据通报
结果， 屡罚不改的企业， 其中不乏国有企业。 比如，
中石油大连石化分公司此次被按日计罚２９０万元， 该企
业的违法排污问题较为突出， 已是多次被处罚， 至今
仍未改正。 （７月１３日新华网）

□老笔

住户入住都一年多了， 可农
民工辛辛苦苦盖楼挣的辛苦钱，
至今还被拖欠着。 更可气的是，
“欠薪老板” 一月前突然玩起了

失踪 。 13日 ， 在西安市石家街
“东岸阳光” 项目工地干活的农
民工， 无奈举起了悬赏十万元寻
找 “欠薪老板” 的牌子。 （7月
14日 《华商报》）

开发商欠薪300万元后， 玩
“失踪” 游戏， 无奈之下， 农民
工们不惜花血本， 在项目工地举
牌 “悬赏10万元”， 寻找 “欠薪
老板”。 显然， 这也是一种讨薪
方式； 或者说， 是一种公开曝光
“老赖” 的行为， 尽管这种行为
难以达到讨薪的目的。 但在笔者
看来， 开发商玩 “失踪”， 是一
种恶意欠薪行为； 而农民工悬赏
寻找 “欠薪老板”， 折射出了有

关部门打击欠薪缺位。
不可否认， 近年来恶意欠薪

事件时有发生， 严重损害了农民
工的劳动权益。 一些农民工为讨
薪使出了浑身解数， 其方式比悬
赏寻找 “欠薪老板” 更激进， 如
“堵 路 讨 薪 ” 、 “塔 吊 讨 薪 ” 、
“下跪讨薪”、 甚至 “跳楼讨薪”，
等等。 按照常理， 不是被逼到了走投
无路的绝境， 农民工一般不会采取这
些另类、 甚至极端的讨薪方式 。
可以说， 用非理性方式争权益，
已成为农民工打出的最后一张
“底牌 ” ———不出大事没人管 ，
出了大事， 影响大了， 才会有人
过问， 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

众所周知， 对于恶意欠薪行
为， 农民工自行讨薪， 有时非但
讨不回公道， 反而有的被辱骂 ，
有的被殴打， 有的甚至付出了生
命代价。 讨薪路上， 有的农民工
向有关部门反映， 用正常的手段
讨薪， 但有关部门要么置之不理，
要么相互推诿踢皮球， 让农民工
在讨薪路上疲 于 奔 命 ， 心力交
瘁。 维权部门管理缺位还在其次，
关键是司法机关对相关法律执行
不力。 比如， 虽然 “恶意欠薪入
罪”， 已写入刑法修正案， 但至
今鲜有因恶意欠薪被法办的案
例， 导致一些用工单位及个人，
视恶意欠薪为家常便饭。

其实， 欠薪老板 “玩失联”，
折射出了监管 “不到位”。 换言
之， 治理恶意欠薪， 不能依赖于
农民工 “悬赏”。 首先， 用工单
位及个人， 应遵守国家法律， 恪
守社会良知， 及时足额兑现农民
工的薪酬； 同时， 农民工一定要
采取合理合法的方式维权， 切莫因
过激行为， 将自己从受害者变为
违法者； 再者， 相关部门应多办
实事好事， 少做表面文章， 切实
担负起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社
会责任； 特别是， 司法机关应提
高 “恶意欠薪入罪 ” 的执行力，
严厉打击恶意欠薪行为， 依法为
民工等弱势劳动者保驾护航。

近日， 一些小区物业管理开
启 “APP模式”， 这些APP除了可
以开启门禁， 还可以交物业费、
水电费甚至是购买蔬菜水果。 不
过 《法制晚报》 记者在走访中发
现 ， 这样的APP引来一些诟病 ，
有人认为使用并不方便， 也有人
认为软件需要注册个人信息， 担
心有信息泄露的风险 。 （7月13
日 《法制晚报》）

在小区管理上引进先进的科
学技术本无可厚非 ， 时代在前
进， 科技在进步。 但是， 作为物
业管理公司， 应该知道自己的职
责是为小区业主提供优质的服
务， 是受物业所有人的委托， 依

据物业管理合同， 对物业的房屋
建筑及公共设备、 绿化、 卫生、
交通、 治安和环境容貌等管理项
目进行维护、 修缮和整治。

首先， 物业公司在对所服务
的小区进行管理项目升级改造或
者增添新的设备时 ， 必须遵照
《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 的相关
规定， 按照相应的程序取得业主
委员会的同意后才可实施 。 其
次， 在引进先进科技项目时， 一
定要考虑到业主的不同年龄、 不
同文化程度的需求 。 比如这个
APP， 业主中有许多老年人还不
会使用智能手机 ， 对其中的缴
费、 购物功能更是不能接受； 再

次， 对于APP是否有可能泄露业
主个人信息， 以及第三方所掌握
的个人信息会不会泄露， 也会让
人有不太安全的感觉。 曾经有大
量的因为泄露个人信息而造成的

财产损失案例让人们不得不提高
警惕性。 所以， 物业公司应该与
业委会或是物业主协商后才能推
广使用。

□许庆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