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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传销”
不能野蛮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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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

暗藏陷阱

■有感而发

侯坤 ： 又到一年 “斗蚊 ”
时， 一种新型的可戴在手上或贴
在衣服上的驱蚊手环和驱蚊贴开
始流行。 有媒体记 者 在 超 市 走
访 发 现 ， 驱 蚊 环 、 驱蚊贴的
商 品 包 装 上 均 无 农 药 登 记 证
号 ， 使 用 时 有 潜 在 风 险 。 无
证驱蚊产品从生产到销售都缺
乏有力监管 ， 它热销的背后是
多个环节的集体失守。 对于这一
类无证产品， 有关部门务须加强
监管。

小区贴“骂人公告”岂止不文明

■每日观点

□韩睿

奇葩处罚 名为激励实属违法

用吃苦的方式激励员工，
公司的愿望无可厚非， 可做法
却似是而非， 很不妥当。 至
少， 不能当众罚人生吃苦瓜，
吃不下去吐了就再罚一根。 这
不是激励， 激励虽然可以劳其
筋骨、 苦其心志， 但不是变相
体罚， 这不仅违背生理常识，
还侮辱人格， 涉嫌违法。

暑假期间， 各类科目补习班、 夏令营培训班层
出不穷， 其中不少存在课时缩水、 随意拼班、 收取
费用不透明等问题， 引发消费纠纷。 山西省消费者
协会提醒广大家长和学生， 报名暑期培训要仔细辨
别， 防止落入培训陷阱。 （7月18日新华网）

□朱慧卿

转眼又到了毕业求职季 ，
长春某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小雪
（化名） 最近就因为工作的事头
疼不已。 原来， 她在网上应聘
了一家娱乐传媒有限公司， 结
果顺利上岗 ， 工作一个月后 ，
终于盼来了第一笔工资， 而这
笔工资只有160.25元。 （7月19
日 《新文化报》）

一个月工资 160元实在荒
唐。 别说一名堂堂大学毕业生，
就连普通农民工到工地上搬砖
头， 薪水也远不止这么点。 用
小雪的话来说， “这不相当于
免费用工吗？” 对此， 公司方面
给出的解释是， 公司实行绩效
工资， 做多少工作， 开多少钱，
小雪工资开得少， 主要因为她
没能给公司带来效益， 绩效也没
有按时交。 诚然， 企业有权利制
定内部规章制度， 绩效工资是许
多企业普遍采取的管理模式 ，
但 “多劳多得， 少劳少得” 的
前提是不能违背法律法规， 不
能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我国 《劳动法 》 第四十八
条明确规定， 国家实行最低工
资保障制度。 用人单位支付劳
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
工资标准。 对此， 2004年施行
的 《最低工资规定》 做出了具
体说明， “最低工资标准， 是
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
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
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
下， 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
低劳动报酬。”， “正常劳动， 是
指劳动者按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
约定， 在法定工作时间或劳动合
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从事的劳动。”
由此可见， 最低工资标准并不涉
及对于劳动者业绩的考核， 只
要劳动者履行了正常劳动义务，
用人单位就应按照不低于最低
工资标准支付工资。

“月工资160元” 看似荒唐，
实则颇具代表性。各级劳动监察
部门应当加强法律宣传，帮助用
人单位正确了解最低工资制度，
在守法的前提下实行绩效工资；
同时， 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
而广大劳动者也应主动学法用
法，遇到类似侵权行为时，不能
忍气吞声，一定要用法律武器据
理力争，维护权益。 □张枫逸

要小心“技术开锁贼”

近日， 重庆乐尚装修公司的
员工在朋友圈称， 当周未完成业
绩的员工被领导 “奖励” 众目睽
睽之下生吃苦瓜， 吃不下去吐了
就再罚一根。 乐尚装修公司有关
负责人昨天对此解释称， 最近员

工工作效率低、 业绩差， 想通过
吃苦瓜来激励员工， 苦瓜没人想
吃， 要想不吃苦， 就得更加努力
工作。 （7月19日 《重庆商报》）

不妨说， 用吃苦的方式激励
员工， 公司的愿望无可厚非， 可
做法却似是而非， 很不妥当。 至
少， 不能当众罚人生吃苦瓜， 吃
不下去吐了就再罚一根。 这不是
激励， 激励虽然可以劳其筋骨、
苦其心志， 但不是变相体罚， 这
不仅违背生理常识 ， 还侮辱人
格， 涉嫌违法。

奇怪的是， 近年来， 一些企
业剑走偏锋， 祭出各类奇葩方式
变相处罚员工： 在吉林长白山 ，
员工未完成业绩被罚当街下跪爬
行； 在江苏南京， 新员工励志需

睡路面亲吻垃圾桶； 在重庆， 女
员工业绩不佳被罚下蹲后腹痛流
产； 在江苏常州， 企业所谓的文
化培养要实习生洗厕所喝厕所水
……凡此种种， 表面看， 都是企
业打着励志、 激励甚至培育企业
文化的旗号， 实际却是侵犯劳动
者的权利， 损害劳动者的尊严。

一个充满竞争的市场经济社
会，在任何时候与任何条件下，受
人员素质、个人能力、时间长短以
及社会环境的影响， 都会有上中
下， 都会有人业绩较差， 处于末
位。对于这样的员工，除了加强培
训， 搞好传帮带， 还应该有考察
期。 如果经过一段时间还不能有
所进步，就应考虑调岗换岗，实在
不能胜任工作，还可以根据法律，

解除劳动合同， 但绝不能用体罚
或变相体罚来羞辱员工。

根据法律法规，对于员工，单
位可依据合理的经过职工通过的
企业制度和员工守则， 对员工的
日常行为作出规范并有一定处
罚， 但处罚要有度， 不能变成体
罚。 而员工对于单位的体罚行为
是可以拒绝的， 这在我国 《劳动
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劳动者对用
人单位管理人员违章指挥、 强令
冒险作业，有权拒绝执行；对危害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行为，有
权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

就上述企业的做法而言， 如
果因为拒绝不了的体罚而造成了
损害， 员工有权要求用人单位予
以赔偿。 《劳动法》 第九十六条

规定， 用人单位侮辱、 体罚、 殴
打劳动者的， 由公安机关对责任
人员处以十五日以下拘留、 罚款
或者警告； 构成犯罪的， 对责任
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劳动
合同法》 第八十八条规定， 用人
单位侮辱 、 体罚 、 殴打劳动者
的， 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构成犯
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给劳
动者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 比如重庆那家企业， 对女
员工被罚下蹲后导致的腹痛流
产， 就必须承担赔偿责任。

一言以蔽之， 企业的任何激
励或励志行为 ， 都不能侮辱员
工， 伤害尊严， 逾越法律雷池。
否则， 弄巧成拙， 得不偿失， 也
会吃不了兜着走。

纪女士的宠物狗丢失后， 怀
疑是住在楼上的邻居张先生所
为， 于是多次上门要求道歉并在
社区内张贴 “骂人公告”。 张先
生遂将纪女士诉至法院， 要求对
方恢复自己的名誉并赔偿2.5万
余元。 昨天上午， 此案在石景山
法院开庭审理 ， 张先生并未到
庭， 纪女士在庭上大呼冤枉， 称
对方 “骂得更难听”。 （7月20日
《京华时报》）

且不论狗是谁偷的， 在小区

贴骂人公告也是一种不成熟、 不
文明的行为。 狗丢了， 养狗之人
心疼、 着急， 可以理解， 贴公告
骂人虽解一时之气， 但对他人来
说却是一种视觉污染， 对自身而
言， 岂不也是自毁形象？

小区是公共场所， 应该是一
个文明的地方 。 倘若人人皆如
此， 一遇到不顺心， 就以破坏公
共设施泄私愤 ， 或者是到处乱
写 、 乱贴污言秽语 ， 虽痛快一
时 ， 但对事情的处理又有何用

呢？ 况且， 在这样的环境里， 对
孩子们也会带来一种负面影响。

因此， 小区应该是和谐与文
明的。 尽管有物业部门的监管，
但小区毕竟是全体居民的 ， 需
要 大 家 参 与 建 设 与 管 理 ， 杜
绝这些不文明现象需要每个人
从自身做起。 一些邻里矛盾， 完
全可以通过沟通加以解决， 并非
需要大动干戈， 或者靠贴骂人公
告来解决。

□杨玉龙

锡纸作案 、 技术开锁 ， 仨
同乡来京流窜作案多起， 被抓时
称来京游玩， 拒不认罪。 海淀警
方通过一人扔在小区外 的 饮 料
瓶锁定嫌疑人并最终将 3人抓
获 。 今天上午 ， 海淀警方 在 海
淀 公 共 安 全 馆 内 举 行 被 盗 物
品发还仪式 。 （ 7月 19日 《法
制晚报 》）

近一个时期以来， 不断有盗
窃分子采用锡纸开锁、 技术开锁
的手段入室盗窃。 由于此类案件
属于非传统的暴力破 锁 ， 比 较
隐 蔽 ， 且 锁 具 表 面 基 本 完 好
无 损 。 因 此 ， 在 入 室 的 过 程
中 不 易 引 起 人 们 的 怀 疑 。 屡
屡得手的技术开锁被人们传的
有点神乎其神， 好像我们所有的

锁具在窃贼面前都是 “聋子的耳
朵———摆设”。

其实不然， 您大可不必忧心
忡忡。 从公安机关破获的技术开
锁案件来分析 ， 所谓的锡纸开
锁 、 技术开锁都是开的A级锁 。
由于A级锁结构相对简单， 锁芯
里上下两排弹子， 插入钥匙后两
排弹子对齐， 旋转后就能开锁。
因此， 很容易被技术开锁、 锡纸
开锁破解。

而B级、 超B级、 C级锁由于
结构复杂， 防范技术高， 用锡纸
开锁、 技术开锁的方法撬开就没
那么容易了。 超B级锁基本没人
能打开， 而C级锁到目前还没有
发现被人利用技术开锁的方法打
开过。

所以， 要想自己家中不被入
室盗窃者进入， 最好将防盗门的
锁芯换成超B级的或C级的 ， 也
花不了太多的钱， 图的是一个安
全和踏实。 作为政府相关部门，

一定要清除网络上关于出售开锁
技术以及工具的所有信息， 因为
几乎所有的使用技术开锁入室盗
窃者都是在网上学习和购买的开
锁技术。 □许庆惠

侯文学：近日，《法制日报》公
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微传销”骗
局正在加速扩张。保守估计，参与
人员千万人以上， 参与金额达数
千亿， 无论人数和金额都远远超
出传统传销。 任由微传销野蛮生
长下去， 就会演变成撕裂整个社
会稳定和谐的巨大隐患。 有关部
门应该主动出击， 实行 “齐抓共
管”，不给“微传销”留有传播空间
和渠道。

无证驱蚊产品
务须加强监管

“月工资160元”
荒唐且违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