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法惩治“医闹”
彰显法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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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

■有感而发

伊一芳： 据昆明市公安局西
山分局消息， 今年以来西山区警
方对医闹采取 “零容忍” 态度 ，
近日在处理一起医闹事件时一次
拘留61人。 只有把医疗纠纷纳入
制度化的轨道， 秉持法治理念，
以法律制度作为纠纷解决的最高
准则， 真正实现 “有地方说话”、
“有话好好说”， 这样才能保证医
疗秩序， 维护医生和患者的共同
利益。

“班主任缺职业幸福感”折射教育危机

■每日观点

□苑广阔

酒楼拒聘女厨师输掉官司的标本意义
不管是显性的， 还是隐性

的， 感觉受到歧视的女性劳动
者， 都应该积极拿起法律武器
维护自身权益， 同时也给有歧
视之嫌的用人单位点 “颜色”
看看， 督促他们纠正歧视。

卞广春： 开学了， 家长们手
机中的各个家长群又活跃起来。
家长群的建立原本是为了家长和
老师间沟通更好， 但实际上有的
家长群已经悄然 “变味”： 一方
面家长在群内晒娃求关注、 过度
示好老师刷屏 ， 众人敢怒 不 敢
言 ； 另 一 方 面 ， 有 的 老 师 随
时在群内点评作业公布成绩 ，
让家长 “压力山大 ” 。 家长群
变 了 味 ， 说 到 底 ， 是 家 长 对
学 校 或 老 师 的 信 任 感 不 强 ，
或者家长希望老师对孩子 “求
关注” 等多种心理驱使的。 而要
让家长群回归正道， “解铃还须
系铃人”。

电话恐惧症
重庆的王先生如今得了 “电话恐惧症”，

他将所有的陌生号码都进行了拦截，因为这1
年多来，他接到了上万个骚扰电话，最多时一
天接了600多个。 而这一切都源于1年多以前
他在网上代购一台电脑后给了卖家差评。20
日，王先生将自己的遭遇发到了网上，引发关
注。（9月22日《重庆商报》） □赵顺清

2016年出台的 《国务院关于
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
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 中提
出要健全班主任工作激励机制，
坚持绩效工资分配向班主任倾
斜。 但有研究发现， 除一部分中
小学班主任是由任课教师自愿选
择应聘外， 大部分教师是服从学
校分配做班主任工作的， 如果完
全由任课教师自由选择， 有一半
以上的任课教师是不愿意当班主
任的。 究其原因， 教师们普遍反
映班主任工作任务重， 心理压力
大， 物质待遇低， 缺少职业幸福
感。 (9月22日 《光明日报》)

班主任工作压力大， 如很多
时候 ， 学校习惯把本需要班主

任、 任课教师、 家长、 社区等一
起努力完成的教育责任压在班主
任一个人身上， 学校、 家长有事
总喜欢找班主任解决 。 调查显
示， 班主任平均每天用在班主任
工作 (不包括教学工作) 上的时
间为4.08个小时 ， 按照8小时工
作制算， 班主任把超过一半的工
作时间用在了班主任工作上。 另
外， 班主任多是主课老师， 他们
自身还有较大的教学压力， 而相
对繁重的工作及重大的责任， 班
主任的待遇却不高。

这让班主任工作难以体现出
应有的劳务价值， 班主任工作对
教师的吸引力不够， 这也就不难
理解， 为何只有少数任课教师自

愿选择应聘班主任， 而多数教师
只是服从学校分配才做班主任工
作的。 班主任比普遍的任课教师
要承担更重要的责任， 从其工作
量、 岗位责任、 工作难度等各方
面综合考量， 他们应比现在得到
更多的回报， 这不仅仅是物质上的
回报， 比如提高岗位津贴标准 ，
而班主任也应有更广阔的职业前
景， 他们应享受到更多的职业尊
荣。 除了对班主任及其他教师待遇
低工作累等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
措施进行治标外， 更需要提高整
个教师队伍待遇尤其是农村教师
待遇， 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教师包
括班主任待遇低工作累的窘境，
才能走出教育危机。 □戴先任

“抱母唠嗑”何以令人动容？

家长群变了味
解铃还须系铃人

“到职工中去”活动日
值得推广

取得厨师资格证的高晓 （化
名） 在应聘酒楼厨师过程中， 仅
因是女生而被拒， 一怒之下， 她
将该企业告上法庭。 广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日前作出终审判决， 判
令被告作出书面道歉并赔偿精神
损害抚慰金2000元。 据悉， 这是
全国第一宗因为就业性别歧视，
被法院判决书面道歉的案件 。

（9月22日 《广州日报》）
据悉， 这是全国范围内第一

宗因为就业性别歧视， 而被法院
判决用人单位进行书面道歉的案
件， 体现了司法对性别就业歧视
的救济， 所以具有一定的标本和
指向意义。 客观上我们要承认，
有些行业、 岗位和工种， 确实不
适合女性劳动者， 而背后体现出
也是对女性劳动者的一种关爱与
呵护。 但是很显然， 作为酒店、
饭店的厨师， 显然不在此列， 毕
竟厨房厨师的劳动强度并不属于
女性不适合从事的职业范围， 而
且全国一些有名的特级厨师、 大
师级厨师， 也不乏女性的身影。

从这个角度来说， 在当事人
高晓取得中式烹饪师高级资格证

书的前提下， 该酒楼先是以 “招
满人” 为由拒绝录用她， 后来干
脆就表示 “厨房不要女性”， 无
疑是一种就业性别歧视， 其不但
人为剥夺了女性从事某一行业和
职业的权利， 而且从长远来看，
也不适合该行业的良性和健康发
展， 毕竟女性也同样可以在厨师
行业上做出自己的成绩， 创新创
造一些新的菜品、 菜式。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
促进法》 规定， “劳动者依法享
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 ，
劳动者就业， 不因民族、 种族、
性别、 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到歧
视”， 而事件中的酒楼仅因招聘
者性别而产生区别、 限制以及排
斥应聘者的行为不具有合法和合

理性， 损害了女性应聘者的就业
平等权， 应构成就业歧视中的性
别歧视。 正是基于这样的法律规
定和客观事实， 法院才做出了涉
事 酒 楼 道 歉 、 赔 偿 精 神 损 失
的判决。

通过这件事 ， 给女性劳动
者、 用人单位、 劳动监察部门都
敲响了警钟。 现实中针对女性的
就业歧视远远不止酒店厨师这一
个领域， 只不过有的表现得比较
赤裸裸， 直接在招聘启事中写明
拒绝女性， 而有些则属于隐性歧
视， 为女性就业者应聘设置重重
障碍， 人为抬高门槛， 最终逼迫
其知难而退。 不管是显性的， 还
是隐性的， 感觉受到歧视的女性
劳动者 ， 都应该积极拿起法 律

武 器 维 护 自 身 权 益 ， 同 时 也
给 有 歧 视 之 嫌 的 用 人 单 位 点
“颜色” 看看， 督促他们纠正歧
视。

站在用人单位的角度， 也应
该从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角度出
发， 拒绝性别就业歧视， 以免向
广州市这家酒楼一样， 因为输了
官司而不得不进行赔偿、 做出道
歉， 同时还担上了一个歧视女性
的恶名。 当然了， 要纠正性别就
业歧视， 劳动部门也必须有所作
为， 要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 积
极接受劳动者的投诉， 尤其是要
对那些隐性歧视的问题给予认真
甄别 ， 该处罚处罚 ， 该警告警
告， 以此维护女性劳动者的合法
权益。

这几天， 51岁的浙江永康男
人张永康火了， 他自己却觉得有
点不可思议： 只不过是跟往常一
样 ， 抱着82岁的母亲在江边唠
嗑， 结果这一幕被人拍下， 还发
到了朋友圈， 一时间被好多人转
发。 （9月22日 《扬子晚报》）

51岁的儿子怀抱着82岁的母
亲到江边聊天 ， 对于张永康来
说， 原本再正常不过： 母亲因患
病不能下地行走， 她需要户外活
动， 特别是， 母亲需要与亲人的
情感交流， 抱着母亲聊天， 就是
他满足母亲身体和情感需要的最
好方式 。 一个平常人的寻常选

择， 无意间， 却成了江边最美的
风景。 此情此景， 令人动容。 张
永康也成了人们眼中的大孝子。

为人尽孝， 可取的方式各不
相同，常因人而异。 或许，张永康
抱母唠磕引发网友关注， 只是由
于其母的境况很特殊， 抱母唠嗑
也实属无奈。但可想而知的是，同
样的情形， 却并不是所有做儿女
的，都能像张永康这样，做到对母
亲倾情呵护。且莫说“久病床前无
孝子”，一般为儿女的，对于患病
的父母， 似乎只要照顾好日常起
居和饮食， 便尽到义务了。 殊不
知，孝之真谛，不仅在于物质上的

供养，更在于体恤并满足父母情
感或精神上的需求。 张永康的
令人称道之处， 正在于他没有将
母亲置于病床， 而是时常让母亲

躺在怀里，抓着她的手，多一些肢
体接触，并通过言语交流，让母亲
的精神世界不再孤寂。为子若此，
可谓至孝。 □屈正州

通过蹲点、 挂点、 驻点的办
法 ， 与企业取得联系 ； 通过微
信、 QQ等方式， 与职工群众紧
密联系； 通过打造百家工会工作
示范企业， 联系千家和谐企业，
牵手百万职工群众， 实现工会干
部参加活动全员覆盖、 联系职工
全天候、 企业工会工作全领域。
9月18日， 武汉市总工会十三届
五次全委 （扩大 ） 会议作出决
定， 在全市工会干部中开展 “到
职工中去 ” 活动 。 （9月 22日
《工人日报》）

武汉确定每个星期五为 “到
职工中去” 活动日。 各级工会对
“到职工中去” 活动进行协调和督
办。 服务职工， 提高工会组织的活
力， 必须知道职工的诉求， 清楚职
工的期盼， 这就需要深入职工之中，
面对面、 心贴心的与职工交朋友。

“到职工中去 ” 活动 ， 一方
面可以有效地助推工会干部转变
作 风 ， 从 而 有 效 地 激 活 工 会
组 织 活力 ， 确保其能够 “建起
来、 转起来、 活起来”； 另一方
面 ， 也 可 以 和 职 工 面对面交
流、 沟通， 了解企业职工的所思所
想所盼， 从而精准地为广大职工服
务； 再者， 也可以进一步密切工
会与职工群众的血肉联系。

同时， 将 “到职工中去” 活
动规范化起来， 如， 武汉市规定
各级工会对 “到职工中去” 活动
进行协调和督办， 建立月报、 季
报制度； 适时对全市 “到职工中
去” 活动进行考核 ,并将考评结
果作为部室、 干部年度考核的重
要依据。 这就使 “到职工中去”
活动， 有了制度约束， 为工会干
部贴近群众、 解决问题， 提供了
有力的制度保障。

让这样的活动落到实处、 取
得 实 效 ， 最 重 要 的 还 是 一 个
“ 真 ” 字 。 一 是 思 想 认 识 要
“真”， 不要以为这样的活动只是
走走样子， 而至于落实与否全凭
自己的喜好 ； 二是服务职工要
“真”， 用真情真心， 进车间、 站
工位 、 当学徒 、 同劳动 、 搞服
务 ； 三 是 制 度 落 实 要 “真 ” ，
确 保活动扎实开展 ， 同时也应
注 意 ， 不 得 影 响 企 业 和 职 工
的 日 常生产生活 ， 不给基层增
添负担。 □杨玉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