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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辉 ： 随着 春 节 假 期 的
结 束 ， 亿 万 回 家 过 年 的 游 子
又 将 踏 上 归 途 。 旅 客 从 四 面
八方集中返程 ， 不止是空运 ，
铁 路 、 公 路 等 各 种 运 输 方
式 的 高 峰 拥堵情况都在所难
免 ， 交 通 安 全 压 力 和 潜 在 的
事 故 风 险 将 会 明 显 增 大 。 因
此对节后交通安全决不能掉以
轻心 。 只有安全走好节后返程
路， 平安去又平安回， 才是完满
的春节旅程。

“众筹为环卫工买口罩”传递正能量

杨亚军：日前，一张离别主题
的照片刷爆了微信朋友圈看哭了
许多人……照片中， 一位白发苍
苍的老妈妈把身子探进车子里，
笑容慈祥，专注地看着车里的人，
眼神里透着无限留恋， 只是额头
深刻的皱纹， 让人感受到岁月的
流逝。 无论是在偏远乡村还是在
繁华的都市，都有大量的“空巢”
老人存在着。 年后莫忘了留守的
“空巢”老人，正如那首熟悉的歌
里所唱：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
孩子常回家看看。

“春的”凶猛
春节假期结束， 空寂多日的成都也逐渐恢复往日的

人气， 客运站、 火车站、 机场、 各大景点纷纷迎来客
流高峰。 但随着客流增多， 一些出租车也开始坐地起
价， 不仅不按章打表实行 “一口价”， 价格还 “宰你没
商量”。 近两日， 记者就此接到多起市民投诉， 称在火
车站等地遭遇霸王 “春的” （指出租车春节期间议价
乱收费现象）， 有乘客6.7公里的行程， 被收一口价80
元。 （2月3日 《成都商报》） □陶小莫

春节过后
莫忘“空巢”老人

□侯坤

诉求加班费 劳动者不能做“沉默的羔羊”
如何才能让劳动者拿到应

得的加班费？ 对劳动者而言，
不要做 “沉默的羔羊”， 首先
要努力争取自己的加班费等
劳动权益 。 一方面 ， 可以主
动收集加班证据 ， 通过法律
维护自身权益 ； 另一方面 ，
可以请工会 、 行业协会等为
自己维权撑腰 。 有关部门也
应主动作为 ， 为职工指明维
权路径、 提供法律专业咨询、
寻找维权律师。

红包礼钱
不该成春节之累

破解公路春运难题要多方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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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观点

今年春节你加班了吗？ 春节
加班可拿到多少加班费？ 除夕夜
加班应得三倍工资还是两倍？ 具
体怎么计算？ 记者从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了解到， 用人单位安
排劳动者在2017年除夕工作、 而
又不能安排补休的， 应支付双倍
工资 。 初一 、 初二 、 初三工作
的， 则可拿三倍工资。 如果一名
职工在春节期间一直在岗工作的
话 ， 春节加班费相当于17天工
资。 （2月3日 《天津日报》）

春节长假期间， 全国很多劳
动者因为工作原因仍会加班工
作， 理应拿到法定的加班工资。
其实， 节假日加班费一直是社会
关注的热点。 近年来， 随着劳动
者维权意识不断增强， 政府监督
和执法力度不断加大， 我国加班
费兑现情况正在好转。

但不可否认， 目前仍有少数
用人单位对此装聋作哑， 而不少
加班族在完备的制度面前也处于

沉默状态。 对于劳动者合法权益
被侵害 ， 劳动保障部门虽有提
醒， 但显然还不够。

当下 ， 要加班费还是要饭
碗， 两者只能选其一， 这早已是
公开的秘密。 害怕丢工作， 不敢
较真， 成为不少劳动者无奈的选
择 ， 加班工资往往成无言的结
局。 对此， 有人总是责怪劳动者
太软弱 ， 不敢拿起法律武器维
权。 其实， 劳动者的法制意识和
维权意识在不断增强， 不是劳动
者不想去维权 ， 而是担心老板
“秋后算账”。 如果用人单位不主
动给加班费， 劳动者去主动要加
班费， 去较劲， 随时有可能被扫
地出门或被 “穿小鞋”。

虽然 《劳动合同法》 明确规
定 “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

要， 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才
可以延长劳动时间”， 可事实是，
绝大多数的加班并没有征求工会
和劳动者的同意 ， 更不要说协
商。 用人单位对于劳动者权利的
漠视， 其实质是对行政执法部门
行政权威的漠视， 是对法律尊严
的漠视。

如何才能让劳动者拿到应得
的加班费？ 对劳动者而言， 不要
做 “沉默的羔羊”， 首先要努力
争取自己的加班费等劳动权益。
一方面 ， 可以主动收集加班证
据， 通过法律维护自身权益； 另
一方面， 可以请工会、 行业协会
等为自己维权撑腰。 有关部门也
应主动作为， 为职工指明维权路
径、 提供法律专业咨询、 寻找维
权律师。

进一步看， 要杜绝 “安排加
班不支付加班费” 现象发生， 关
键在于监管部门制定规则、 督促
用人单位落实好用工备案制度，
并对加班费兑现情况进行常态化
监督检查。在受理投诉时，应让用
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 一旦发现
用人单位未兑现加班费现象，应
严厉处罚， 并将其行为纳入企业
征信体制， 加大用人单位的违法
成本，进而营造良好的守法环境。

总之， 保障加班工资足额兑
现 ， 劳动部门必须穷尽监管责
任， 要通过宣传， 使劳动用工单
位认识到， 不发加班费等将受到
法律的严惩。 同时， 要通过坚持
不懈地执法检查， 使用工单位不
再任性， 不敢轻易越轨， 维护好
和实现好劳动者的权益。

2月1日晚间， 位于京港澳高
速石家庄裕华路下道口， 大批返
程车辆排起了 “长龙”。 春节长
假即将收尾， 国内多地高速公路
陆续迎来返程高峰 。 （2月2日
中新网）

大年初五起， 全国各地的高
速公路就迎来了一年一次的回程
大拥堵， 在许多高速公路的路段
都可见到看不到头尾的汽车一辆
接着一辆， 或缓缓行驶或一动不
动。 要是再遇上雨雪天气， 赶上
几个追尾等交通事故， 那就得加
一个 “更” 字了。 这也难怪， 平
时畅通无阻的高速公路在同一时
间段涌进了平日数倍、 甚至十几
倍的车辆 ， 造成拥堵就不新鲜

了。 公路春运呈现的高位增长的
车流总量， 给道路的畅通和安全
带来严重威胁， 保障道路畅通安
全有序已经成为交通部门最重要
的工作内容。 虽然公路交通部门
采取了多项措施， 使得高速公路
在春运期间的拥堵有所缓解， 但
在高峰来临之际， 还是有许多路
段出现严重拥堵现象。

如何才能有效破解这个难题
呐 ？ 首先 ，作为公路交通部门 ，
应加大在智能交通方面的投入。
智能交通系统是一种先进的一体
化交通综合管理系统，能够通过
这个系统实现大范围 、 大容量
数据的交互，对每一辆汽车、每一
条道路进行全时空控制。节前，交

通部门应预先发布出行指南，公
布易堵路段和避堵路线。节中，一
旦系统预判前方有发生拥堵的可
能，立即关闭相关入口，引导车辆
进入国道、 省道、 县道行驶； 其
次 ， 作为各机关企事业单位来
说， 应掌握本单位在春节期间长
途驾车探家、旅行的人员情况，在

对他们进行交通安全的教育的同
时， 督促他们对车辆进行全面检
测，确保车况良好才能安全上路；
再次，作为车主，应提前安排好出
行路线。在时间安排上，最好不要
集中在高峰日。 而是采取提前或
错后的方法，合理错峰避堵，平安
回到家中。 □许庆惠

“我有个小小的要求 ， 关心
支持一分钟公益的朋友， 请发5
元钱红包给我 （就 5元 ， 不要
多）， 我将把它用在近期开展为
环卫工人送口罩的活动中……”
大年初一， 镇江 “一分钟公益” 组
织发起人、 镇江知名网友 “我爱刘
德华” 联合该市妇联、 团市委在朋
友圈发起 “每人五元钱———为环
卫工人送口罩 ” 活动 。 截至昨
天， 已经筹集 “口罩款” 近2000
元。 （2月2日 《扬子晚报》）

给环卫工送温暖， 这已经达
成社会共识。不过，在送温暖的过
程中，也出现诸多不和谐的行为，

比如给环卫工送短裙， 给男的环
卫工送女鞋，这看似是送温暖，但
实际上却是“送寒冷”，冷了环卫
工的心。更甚者，竟然出现刚慰问
完环卫工，却将慰问品收回，其目
的就是让环卫工当道具。 如此形
式主义的送温暖自然也受到诸多
诟病。 虽然环卫工受到诸多不公
正待遇， 但城市毫无疑问对环卫
工越来越好，有的市民给环卫工送爱
心早餐，有的商家给环卫工提供休
息场所……一座城市， 如果没有
环卫工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的生
活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无论怎样
关爱环卫工，其实都不为过。

发动大家发红包给环卫工购
买防雾霾口罩， 这样的举措多多
益善，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 不仅
市民要给环卫工更多的关爱， 同
时， 市民也要在行动上关爱环卫
工， 做到不向车窗外扔垃圾， 城
市的制度上更要关爱环卫工， 要
提高他们的工资， 给予他们更多
的福利待遇， 一些环卫工多年春
节没有回家 ， 其原因是工作太
忙， 有许多环卫工一年到头得不
到休息， 这显然是环卫工权益得
不到保障的表现。 诸如给环卫工
配备防雾霾口罩， 更要体现在制
度中。 □王军荣

旅客安全返程
才是圆满春节之旅

2017年春节过完 ， 回头盘
点一下 ， 白领小霖就很吃惊 ：
春节花销太大， 基本上花掉了
全年存款的一半。 而这些支出
中 ， 又以给各自父母等长辈 ，
以及侄儿等晚辈的礼钱与红包
居多。 “爷爷、 外公外婆、 姑
姑、 姨妈多给200元。 大概计算
了一下， 光是红包都要花近万
元。” 小霖说。 （2月3日 《重庆
晚报》）

小霖过年仅红包礼钱就花
了全年存款的一半， 这种情况
显然并非个案 。 春节花销大 ，
让人倍感压力， 这与当下物价
不低有关， 当然也与礼钱、 红
包也随之水涨船高有关。 但其
实说到底， 小霖的境遇， 还是
因为其面子情结过大造成的。

首先我们不必否认， 过年
红包等礼钱， 必不可少。 无论
是给长辈做礼钱， 还是给晚辈
的压岁钱， 其所表达的美好祝
福喻意， 以及文化传承意义等，
无疑都是值得肯定的。

但红包明显又只是一个形
式， 祝福与文化传承等， 才是
实质。 但到了如今， 很多人将
这种形式与实质之间的关系弄
颠倒了！ 越来越多的人把红包
礼钱当成了维护亲友关系的纽
带 ， 甚至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
红包的大小， 代表着祝福诚意
的大小 ， 甚至是感情的深浅 。
于是乎， 给孩子压岁钱， 本来
100元即可， 却非得打肿脸给一
万； 然后再相互攀比， 他二姨
给了一万， 我是大姨， 起码要
一万二……最后的结果必然是：
红包越给越大， 红包内的金钱
越装越多， 美好祝福也就成了
负担。

给长辈的礼钱也好， 给晚
辈的压岁钱也罢， 只是一种关
怀、 关爱与祝福的形式， 其不
该成为成人间相互攀比、 相互
比拼面子大小的工具 。 因此 ，
过年给孩子压岁钱、 给长辈红
包等， 意思到了就行， 祝福发
出即好， 量力而行， 切勿攀比，
免得红包礼钱成为过年之累 ，
最后连亲情维系也让人感觉成
了一种累！

□刘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