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村社： 近日， 网友@G敬
你一杯风尘酒在微博上发布消息
称， 在大兴区西红门荟聚附近，
发现一辆共享单车被挂到了树
上。 共享单车的面世， 其积极意
义不必赘述 ， 只是一些 “负效
应 ” 也随即而来 。 把共享单车
“举起来扔了出去” 或者 “挂树
上” 的做法， 都是一种有意识的
破坏公物的行为， 不仅要受到舆
论的谴责， 一经查实也应该受到
相应的经济处罚。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长话短说

“假把式”

□余明辉

破解“年假潜规则”重在执法给力
要想让劳动者真正享受

“带薪年休假”权利，还须劳动
等职能部门和司法机关发力，
在维权的时限和力度、举证的
要求和程序等方面进行改革
完善等，切实降低劳动者的维
权成本，而增加企业等用工者
劳动违法成本，切实维护劳动
者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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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网络不应成为谣言滋生地

■每日观点

花式共享
运营模式靠谱吗

罗瑞明： 随着全面“二孩”政
策的落地， 孩子入园难的问题引
发了更多担忧。 要真正的取缔无
证幼儿园， 还得把眼光放到扩容
上，公立幼儿园多了，有谁还会把
自己的小孩放到存在隐患的无证
幼儿园中， 从根本上也就达到取
缔的效果。目前，由于资金、场地
等等原因， 暂时还达不到普及公
立幼儿园的地步， 就应该对无证
幼儿园加强管理，缺什么补什么，
对少数问题严重者关闭， 对一些
可以转变者进行“招安”，如此才
能解决教育资源紧缺的矛盾。

把共享单车挂树上
应受到相应处罚

对无证幼儿园
要从根本上整治

■世象漫说

2017年已经过去五个多月 ，
你的年假休了多少？ 有人攒着年
假准备年底休， 但又担心跨年清
零 ； 还有人刚刚跳槽 ， 被通知
“入职第一年只有一两天年假”。
其实， 单位的这些规定很可能是

并不合法的 “霸王条款”。 (5月
9日中新网)

所谓年假潜规则， 就是法律
法规规定的年假是一回事， 但企
业等有意无意曲解甚至违规执行
放年假则是另一回事。 具体总结
起来 “年假潜规则” 还真不少，
比如按照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
例 》 、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
实 施 办 法 》 等 规 定 ， 年 假 可
以 跨 年 休 ， 但 一 些 企 业 却
“隔 年 清 零 ” ； 年 休 假 天 数 应
按 职 工 所有在单位工作年限计
算安排， 但一些企业故意按在现
有企业工作年限安排； 职工依法
享受的探亲假、 婚丧假、 产假等
法定假期等不得计入年休假假
期， 但一些企业却把这也作为年

假的一部分予以扣除或不安排放
年假。

总之一句话， 诸如此类 “年
假潜规则 ” 的最终目的只有一
个 ， 就是剥夺劳动者应有的权
利， 尽量为劳动者少放或不放年
假 。 事实也正是这样 ， 在各种
“年假潜规则” 等影响和 “侵蚀”
下， 职工年假的落实并不尽如人
意 。 比如人社部 2014年调查显
示， 目前带薪年休假落实率约为
50%， 几年又过去了， 这一现象
并没有有效和明显改善， 无不令
人遗憾。

然而更让人给遗憾的是， 北
京市人社局曾公布的消息显示，
在该局处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中 ，
有 关 带 薪 年 休 假 应 休 未 休 而

要 求 赔 偿 的 鲜 有 单 独 诉 求 ，
仅占到劳动报酬类仲裁案中的
5%。 同时 ， 就此举报者也几乎
为零。

现实中， 面对年假被侵犯 ，
“别说休年假了 ， 就连双休日 ，
我也得随叫随到”、 “举报了之
后还不等着砸饭碗” 等诸多的无
奈心声和工人吐槽， 足以说明在
目前状况下， 部分劳动者还处于
弱势地位。 无情的现实面前， 面
对要 “带薪休年假 ” 还是要饭
碗， 很多劳动者都会乖乖地选择
后者， 因为主动权往往掌握在公
司手里， 劳动者缺乏对等公平的
博弈机会。

道理很简单， 如果我们的劳
动行政部门、 司法部门都能够在

劳动者年假维护方面足够及时有
力， 即便是资方强势但保护劳动
者权益也能得到及时强力保障，
劳动者面对年假权益被侵犯， 还
会害怕被报复等而不 敢 维 权 ，
资 方 还 敢 随 意 实 施 “ 年 假 潜
规 则 ” 损 害 劳 动 者 权 益 吗 ？
不 能 说 完 全 消 失 ， 但 情 况 也
会 好 得 多 。

因此， 要想让劳动者真正享
受 “带薪年休假” 权利， 还须劳
动等职能部门和司法机关发力 ，
在维权的时限和力度 、 举 证 的
要 求 和 程 序 等 方 面 进 行 改 革
完 善 等 ， 切 实 降 低 劳 动 者 的
维 权 成 本 ， 而 增 加 企 业 等 用
工者劳动违法成本， 切实维护劳
动者的权益。

应急疏散演练让学生获益终生

记者近期在基层调研发现， 个别地方存在这样一
些干部， 他们不贪不占不跑官， 但也不思进取不干事。
这样的干部爱耍花拳绣腿、 擅做表面文章， 真本事没
有几招、 “假把式” 一套一套， 热衷于轰轰烈烈喊口
号、 认认真真走形式、 规规矩矩装样子。 （5月9日新
华网） □朱慧卿

继共享单车后 ， 共享篮球 、
共享雨伞、 共享充电宝等产品纷
纷面世 。 日前 ， 共享篮球平台
“猪了个球 ” 宣布完成千万级
Pre-A融资 ， 共享充电宝 “街
电” 获得聚美优品3亿元的投资，
共享充电宝 “小电”、 “来电” 分别
获得投资方2000万美元A轮融资。
那么， 这些共享产品都靠谱吗 ？
他们是真正的共享经济吗？ （5
月10日 《北京青年报》）

面对火爆一时的共享经济 ，
许多投资方都想从中分一杯羹。
于是， 在共享单车竞争格局已经
基本稳定的情况下， 诸如共享篮
球、 共享雨伞等其他共享产品被
相继开发出来， 成为投资方的新
发力点。 那么， 这些新兴的共享
篮球、 共享雨伞等又是如何运作
呢？ 目前， 它们大多照搬了共享
单车的商业模式， 即先期依靠资
本 “烧钱” 吸引培养用户， 意图
后期凭借流量积累实现变现。 这
样的共享经济运营模式靠谱吗？

首先， 无论是共享雨伞还是
共享篮球等等， 虽然都存在着一
定的刚性需求， 但其在用户基数
和市场规模上注定无法达到共享
单车的规模量级。 毕竟， 自行车
每个人每一天可能都需要使用，
共享单车因此有着天然的、 巨大
的潜在用户群体， 而共享雨伞却
并非天天要用到， 共享篮球也不
是人人都爱玩。 由此可以预见，
共享单车的发展条件优势和发展
空间上限 ， 几乎是共享雨 伞 等
难 以 企 及 的 。 此 时 ， 花 式 共
享 如 果 完 全 照 搬 共 享 单 车 的
商 业 模 式 ， 一 味 地 疯 狂 烧 钱
试图锁住用户 ， 却忽视了两者
之间用户需求数量的巨大落差，
很可能沦为用户尝鲜潮过后的市
场弃儿。 其次， 尽管共享单车如
今火爆全国， 但其运营管理当中
暴露出的许多问题并未得到彻底
解决， 而这些问题同样将困扰共
享雨伞等花式共享。

简单说来， 共享单车存在的
问题 ， 花式共享可能都难以避
免， 而共享单车拥有的优势， 花
式共享却未必能够具备。 共享雨
伞、 共享篮球等面临的困难和挑
战更多， 若想真正立足市场并赢
得用户信任， 恐怕还有很长一段
路要走。 □侯坤

第九个5·12全国防灾减灾日
即将到来， 5月9日， 朝阳消防联
合朝阳区教委， 在酒仙桥中心小
学举办了 “增强消防意识建设平
安校园” 消防安全进学校主题活
动。 全校800余名师生参加了模
拟火灾疏散演练， 并观看了搜救
犬表演， 学习了油锅起火锅盖灭
等消防常识。 （5月10日 《北京
青年报》）

谁都不希望火灾发生， 但在
现实生活中， 由于各种因素， 火
灾会经常不断发生。 火灾致人死
亡的原因， 除少数特殊情况外，
主要有以下四种 ： 一是有毒气
体， 二是缺氧， 三是烧伤， 四是

吸入热气。 中小学校属于人员密
集场所， 一所学校， 师生加起来
都得几百上千人 ， 万一发生火
灾，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 在万
一发生火灾的情况下， 如何让学
生们快速逃离危险， 疏散到安全
地带， 确保他们的生命安全， 这
是摆在校方面前最重要的任务。
这就需要学校方面有细致可行的
预案、 齐全有效的消防器材和义
务消防团队、 坚强有力的组织指
挥系统以及熟练掌握消防疏散逃
生方法的学生。

对中小学生进行消防知识和
火灾逃生疏散方法的实战演练，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 可

以培养学生们的消防安全意识。
这种安全意识对人的一生都有益
处， 甭管身在何处， 时时处处都
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 就可以发
现不安全因素， 及时排除安全隐
患。 其次， 疏散演练比课本上的
消防知识更生动， 更利于学生接

受和掌握 。 可以使学生身临其
境 ， 冷静地应对突发火灾 。 再
次， 通过学生的传播， 起到“教育
一个学生， 带动一个家庭， 推动
整个社会” 的作用， 形成 “人人
讲安全、 事事为安全、 时时想安
全” 的良好社会氛围。 □许庆惠

近日，一篇在微信群、朋友圈
流传文章称：“（5月）15-25日室外
不要晒被子，衣服，不要食外面的
食物（烧烤等露天食物）。尽量减
少郊外，户外活动。飞机撒药治白
蛾，大家把爱心传下去———（园林
办）”。针对上述传言，上海市林业
局于5月9日通过其官方微信公众
号“绿色上海”进行了辟谣。（5月9
日 澎湃新闻）

实际上， 类似的谣言， 全国
许多地方都出现过， 并且不是一
年两年， 也不是一年只出现一两
次。 但是， 尽管有园林部门的及
时辟谣， 依旧有不少的网民对此
深信不疑 ， 甚至是心怀好意地

“转告” 他人。
这样的谣言很值得深思， 年

年复发究竟是因何所致。 首先可
以肯定的是， 这些地方出现过白
蛾， 若不然人们对撒药治蛾也就
不会深信不疑。 不过， 这同时也
体现出， 公众对防治白蛾权威信
息获取渠道的缺失， 如果相关部
门能够将治理白蛾的常识及信息
告知公众， 相必， 也不会让热心
于此的群众上当受骗。 其次， 与
制作传播谣言的违法成本较低有
一定关系。 尤其是大部分转发者
并不清楚是否为谣言， 完全出于
好心， 这就无形中， 充当了谣言
“二传手” 的作用。 但是， 这些

转发者， 一般 “无伤大雅” 且没
有造成一定后果， 事后也鲜有人
会追责， 也因此每每遇到这种情
况 ， 就秉持 “多一事总比少一
事” 的态度， 对信息肆意转发，
就助推了谣言的传播。

网络时代， 信息的制作与传
播， 越来越便捷和迅捷， 但网络
不应该成为谣言滋生地。 虽说遏
制谣言需要有关部门的严厉打
击； 但是更需要每一个人付诸努
力， 不制谣， 对待身边的事物切
忌偏听偏信， 才不会成为谣言的
受害者 ， 更不会成为造谣者的
“帮凶”。 如此， 谣言在网络的世
界里才会消弭。 □杨玉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