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模拟调解庭 的 出 现 ， 将
工会干部置身于实际案件当
中 ， 通过再现劳动争议案件
调解全过程 、 学员模拟案件
调解 、 授课老师专业解析和
点评等方式 ， 使参加培训人
员进一步提升了劳动争议调
解中的法律应用能力 。 这种
模 拟 法 庭 的 方 式 ， 新 颖 灵
活 ， 内容立体充实 ， 对打造
应用型 工 会 法 律 人 才 队 伍 ，
无疑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

“100%就业， 毕业分配到高铁当乘务员” “农村
户口享受国家助学补助， 上学也能赚钱” “与××大
学合作办学， 降分录取可拿名校毕业证” ……又到招
生季， 不少家长和学子最近又在不同渠道看到了上述
“好事”。 遇到这种听上去很美好的招生宣传， 家长和
学生可要当心———这可能是遇到了 “假大学” 或 “骗
子学校”。 （7月21日 《新华每日电讯》） □毕传国

工会干部扮演员工、 企业和
调解员， 模拟劳动争议案件调解
全过程。 7月13日， 模拟调解庭

通过攀枝花市发生的三个真实的
劳动争议案例， 再现了劳动争议
案件调解全貌。 学员们经过分组
抽签、 角色划分、 案情分析、 预
演、 开庭调解、 实战对抗等环节
模拟调解全过程 。 （ 7月 22日
《工人日报》）

工会组织为劳动者提供法律
服务是其职责所在。 在 《法律援
助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法》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
法》 中都有特别的规定。 如， 工
会法第二十一条三款规定： “职
工认为企业侵犯其劳动权益而申
请劳动争议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的， 工会应当给予支持
和帮助。” 所有这些规定， 都是
工会开展服务工作的法律依据。

因此， 作为服务广大劳动者
的工会干部， 唯有自身的法律知
识掌握的过硬， 应用法律解决问
题的能力过强， 才能对一些涉及
劳动者侵权的案件进行精准解
决， 进而当好劳动者的靠山， 受
到广大劳动者的信任和欢迎。 可
见， 提升工会干部的法律知识水
平与应用能力， 不仅是自身职责
所在， 更是服务好广大劳动者的
必备素质。

但是， 传统你说我听的灌输
式法律培训， 一方面， 对工会干
部而言， 是一种被动的接受， 也
容易引起学习疲劳； 另一方面，
对一些抽象的法律条文， 也不能
理解透彻 ； 再者 ， 在运用的时
候， 因为理论与实践脱节， 法律

的威力就不能充分发挥出来， 从
而致使工会干部在处理一些劳动
争议调解时， 心有余而力不足，
难以让群众满意。

模拟调解庭的出现， 将工会
干部置身于实际案件当中， 通过
再现劳动争议案件调解全过程、
学员模拟案件调解、 授课老师专
业解析和点评等方式， 使参加培
训人员进一步提升了劳动争议调
解中的法律应用能力。 这种模拟
法庭的方式，新颖灵活，内容立体
充实， 对打造应用型工会法律人
才队伍，无疑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以攀枝花市总工会为例 ，在
模拟调解庭上， 学员们对之前学
习过的法律知识加以灵活运用，
“员工 ”与 “企业 ”双方及各自的

“代理人” 各抒己见；“调解员”随
机应变，根据各方争论的焦点，通
过“面对面”“背对背”等调解方式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耐心细致地
进行调解， 让培训既增强了互动
性，又提升了实战力，对以后的工
作开展大有益处。

当然， 在为模拟调解庭点赞
的同时， 也需要工会干部在接受
了 “实战演练” 后 ， 能够切实
履 行 好 自 己 的 职 责 ， 面 对 劳
动者遭遇的困难 ， 能够挺身而
出 ， 为劳动者提供法律帮助 ，
如， 为职工签订经济合同、 集体
合同、 劳动合同把好法律关， 帮
助职工解决劳动争议问题等等 ，
从而让广大劳动者拥有最可靠的
法律服务靠山。

闻之： 暑假到了，不少在校大
学生想找份兼职挣些零花钱，但
一不小心就进了“坑”。本是翻译
剧本， 交了保密费后对方就不知
去向；看似收入不菲、提成颇丰的
网络主播， 应聘后交完保证金就
被对方拉黑……大学生暑期兼职屡
屡被骗， 为大学生上了一次社会课，
暑期兼职除了储备必要的契约合
同、法律知识外，遇到被骗时， 保
留好证据， 并应及时报警， 或向
相关劳动保障部门举报。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长话短说

真忽悠

□杨李喆

模拟调解庭走进工会培训是好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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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越是“网红店”越应被严格监管

■每日观点

孩子如何度暑假
应有多元思维

斯涵涵： 肚子饿了， 拿起手
机用APP在线点餐， 足不出户就
解决了。 如果是精神饿了， 想读
书充电， 能不能也享受 “送书上
门” 服务呢？ 7月24日开始， 厦
门市图书馆启动 “飞鸽传书” 服
务项目， 为全市的读者提供送书
上门服务， 读者只要动动手指在
家即可借阅图书。 书籍是人类进
步的阶梯， 阅读使人眼界开阔，
胸襟豁达， 素质能力提升。 “飞
鸽传书” 为全民阅读插上翅膀。

学生暑期兼职
屡屡被骗该反思啥

“飞鸽传书”
为阅读插上翅膀

■世象漫说

举一反三，看看还有哪些不足
又到一年暑假时。 孩子们

喜欢暑假，因为终于有了放松
和自由的时光，而家长们各有
各的苦恼。 在西安打工的农民
工的子女，他们的暑假，只能困
在城中村出租屋里； 而对于城市
双职工家庭来说， 暑期孩子的看
管一直是家长们的痛点…… “暑
假来了，孩子怎么过 ”，社会和
我们 ， 能为孩子们做些什么
……（7月24日《华商报》）

最好的家庭教育就是父母
陪伴， 在陪伴的过程中， 看护
孩子安全， 帮助孩子成长。 而
受制于现实忙碌的生存压力，
很多家庭是不得闲的， 难以放
下一切， 专心陪同孩子玩耍、
学习， 也没有充足的时间引导
孩子成长。 而且， 每年暑假都
是孩子溺水、 交通事故等高发
阶段 ， 担心孩子受到意外伤
害， 自己没时间陪伴， 也不敢
放手让孩子外出， 则是很多家
庭所顾忌的因素之一。

如何度过暑假应有多元思
维， 从孩子的天性和成长规律
来看， 生活不能太单调乏味，
应该过多姿多彩的日子 ， 玩
耍、 学习、 游戏等有机结合，
让孩子的作息规律化， 最重要
是有人陪伴 ， 有小伙伴一起
玩。 现在很多父母没有时间，
就只能将孩子关在家里， 或送
到培训班 、 补习班 、 兴趣班
等。 每天关在家里无法与外界
接触， 实际上是违背了孩子的
天性， 也不利于成长。

可见， 暑假最需要解决的
问题有两个， 其一是孩子怎么
过， 其二是父母的时间。 前者
需要合理安排作息 ， 寓教于
乐。 后者应采取调整暑假工作
时间 、 带薪休假制度等 。 因
此， 政府和社会应从关爱儿童
健康成长的高度， 重视孩子的
暑期生活， 拿出切实可行的措
施 ， 解决孩子无处可去的问
题。 比如以政府采购形式举办
暑期公益托管班， 社区为单位
组织夏令营等， 鼓励单位调整
家长工作时间和节奏， 给父母
放暑假， 严格执行带薪休假制
度等 。 让孩子有地方可玩可
学、 安全度过暑期生活， 让父
母放心、 有时间陪伴。 □周菊

因多家门店被消费者投诉疑
似存在食品安全问题， “网红”
点心糖水铺 “一笼小确幸” 在上
海的9家门店及中央厨房被上海
食药监部门叫停。 23日， 上海市
食药监局表示， 近日， “一笼小
确幸” 虹口龙之梦店等4家门店
遭到集中投诉， 消费者投诉在这
些门店用餐后发生胃肠道不适等
症状。 （7月24日 《解放日报》）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包
括很多面包店、 奶茶店、 咖啡馆
等等在内的食品、 餐饮企业开始通
过各种方式来营造自己的 “网红” 身
份， 然后通过 “网红” 身份来吸引
关注度， 并且把线上的粉丝变成线

下的顾客， 进而带来生意的兴隆。
但是在部分餐饮企业打造

“网红”身份的过程中，不是依靠
食品饭菜的质量、口感、味道，以
及过硬的服务水平， 而是采用了
一些虚假的、不正当的手段，最常
见的就是花钱雇人排队， 然后把
排队照片发布到网络上， 营造一
种门庭若市、供不应求的假象。尽
管这和饭菜质量是否安全、卫生、
可靠没有必要的联系， 但是一方
面，既然这样的“网红店”可以通
过弄虚作假的手段走红， 那么它
们也同样可以在饭菜的质量、分
量、卫生等等方面弄虚作假，欺骗
消费者。另一方面，成为“网红店”

之后，顾客盈门，生意火爆，对商
家来说难免会有 “萝卜快了不洗
泥”的现象，造成饭菜质量下降、
卫生安全没有保障的问题。

对消费者来说， 在日常消费
中还是要多点理性， 避免跟风。
尤其是对于那些通过弄虚作假把
自己炒作成 “网红店” 的商家，
本来就是违背市场规律的一种行
为， 其产品质量未必安全可靠。
而站在政府监管部门的角度， 则
越是这种 “网红店”， 越应该被
严格监管， 因为它的顾客更多，
一旦发生食品安全问题， 造成的
危害和影响也就越大。

□天歌

中央美院研究生用自己名字
命名的 “葛宇路” 路牌， 在被相
关部门拆除10天后， 昨天被新的
路牌 “百子湾南一路” 替代。 今
年5月， 在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
毕业展上， 毕业生葛宇路的作品
火了。 从2013年开始， 葛宇路就
开始在地图上寻找空白路段， 之
后在双井苹果社区附近找到了这
条无名路， 于是他利用自己名字
中的 “路” 字， 将这条无名路命
名为 “葛宇路”， 并制作了路牌
挂在这条路的东口和西口。 一直
以来， “葛宇路” 被大部分的居
民所熟知， 也相继被导航软件收
录， 能直接定位导航。 （7月24
日 《北京日报》）

四年来， 一条山寨式路牌堂

而皇之地立在这里。 高德、 百度
等多个地图软件也都有收录， 能
直接定位导航， 住在附近的居民
也没有发现其中的蹊跷。 更为让
人感到不解的是， 作为城市管理
者， 对这种违反 《北京市地名管
理办法》 的行为也没有及时发现
和制止。 虽然这里面有诸多的原
因。 但是， 一个山寨式路名路牌
戳在这里四年， 说明了我们的工
作还不够细致 ， 还有疏漏的地
方。 我们应该从这件事中汲取经
验教训， 查找不足之处， 建立更
为科学合理的监督检查机制。

首先， 作为城市管理者， 应
该牢固树立守土尽责的意识。 将
所管理的 “一亩三分地” 打理的
井井有条。 一个地区公共设施的

管理水平关系到群众生活的幸
福感和满意度， 关系到整个地区
的形象和美誉度； 其次， 应该在
精细化管理上多下工夫。 像绣花
一样， 精确精准。 如今，现代化的
管理手段层出不穷。 比如网格化
管理，物联网技术、路面无缝隙

监控等等，只要我们在充分利用先
进技术的基础上尽心尽力地工作，
才能不负众望； 再次， 要学会举一
反三， 找出存在的、 潜在的不足之
处， 完善区域治理体系， 提升综合
治理的能力 。 全面提升精细化 、
智能化管理水平。 □许庆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