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实上， 站在用人单位角
度而言， 为职工体检虽说会增
添额外的花销， 但也是多赢之
举。 比如， 在健康变得日益重
要的当下， 体检福利是最直接
地让职工感受到被关怀的途径
之一， 同时也使职工对单位有
“家” 的感觉， 这些额外的福
利， 就是心贴心的留人之举。

■有话直说

戴先任：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
发 《文物建筑开放导则 (试行 )》。
《导则》鼓励所有文物建筑采取不
同形式对公众开放，重点引导一般性
文物建筑开放使用， 并提出现状尚
不具备开放条件的文物建筑也应
创造条件逐步对公众开放。 要利
用促进文物建筑开放契机， 宣传
文物保护的重要性， 让所有文物
建筑置于社会监督之下， 这样才
更有利于对文物建筑的保护。这
是“多赢”格局，这样才能真正让
文化遗产造福当代，利于后人。

■老许图评

■网评锐语

备战

□杨李喆

职工体检当成职场福利“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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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拔萝卜”是治标，“带出泥”才能治本

■每日观点

徐友才： “双11”还未到来，网
上各种促销大战便狼烟四起。从
往年“双11”反馈的信息中我们也
看到， 大家在尽情地享受着购物
狂欢的同时， 因电商不讲诚信而
引起的网购欺诈等投诉也居高不
下。 诚信永远是商家必须坚守的
底线。只有诚信经营，方能做大做
强 ， 行稳致远 ； 只有严把诚信
关， 方能守住底线， “双11” 才
能够真正成为购物者的狂欢。

诚信托底
“双11”才能够狂欢

■世象漫说

据媒体报道 ， 继公务员考
录、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建立
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制度之后， 人
社部又推出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 《规
定》 指出， 对于招聘单位擅自组
织公开招聘的、 设置与岗位无关
的指向性或者限制性条件的、 招
聘公告发布后擅自变更招聘程
序、 岗位条件、 招聘人数、 考试
考察方式等 “因人画像”、 “萝
卜招聘” 行为， 责令限期改正，
直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实际上， “萝卜招聘” 现象

也是一种为相关法律法规、 制度
规章所不能容忍的腐败行为， 纪
检监察组织或者相关部门必须拿
出惩治腐败的决心和态度， 进行
彻底的打击与防范。

一是要规范制度执行。 之所
以 会 屡 屡 发 生 “因 人 画 像 ” 、
“萝卜招聘” 等不良现象， 与制
度执行不严肃、 不规范有着非常
直接的关系。 二是要强化过程监
管。 过程失控或者 “受制于人”
是造成 “因人画像”、 “萝卜招
聘” 问题的主要原因， 所以， 招
聘过程的监管就显得尤为重要与
关键 。 三是要勇于 “拔萝卜 ”。

各级巡视监察组织和监督管理机
构应该把各级政府机关、 国有企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作为
一项重点监督与巡查 的 工 作 来
抓 ， 把 那 些 通 过 非 正 常 手 段
占 到 “ 坑 ” 位 上 的 “ 萝 卜 ”
连根拔出来。 四是要严查 “带出
泥”。 俗话说， 拔出萝卜带出泥。
要 想 彻 底 根 治 “萝 卜 招 聘 ” ，
“拔萝卜” 其实只能算作是一种
头痛医头 、 脚疼医脚的治标之
举， 只有对 “拔萝卜” 所带出的
“污泥浊水” 进行更加严肃、 彻
底的惩处， 才能真正起到药到病
除的治本效果。 □乔英杰

“双１１” 将至 ， 电商和市民都为 “买买买 ”
摩拳擦掌， 快递公司更是不敢怠慢， 纷纷提前应
对物流高峰。 面对人手紧张， “急聘” “加薪”
“招兼职” 成为眼下快递业的关键词。 （１１月７日
新华网）

□老笔

上周， 北京延庆姚官岭村
60万斤大白菜滞销， 菜农求助
的消息经媒体传播， 各界纷纷
出手施援， 当晚即全部有了买
主。 笔者赞叹网络力量、 社会
爱心之余， 不免想就城市蔬菜
供应唠叨几句。

蔬菜是城市居民须臾不可
离开的商品 ， 特别是大城市 ，
如果蔬菜供应短缺， 甚至可能
引起骚动。 因此， 国家曾在相
当长的时期内对城市蔬菜供应
实行计划种植、 调拨， 统购统
销 ， 包括限价 。 这种模式下 ，
蔬菜品种几乎没有选择余地 ，
每逢冬季家家户户储存大白菜
也是 “计划” 之内的。

蔬菜又是鲜活商品。 过去
有句生意经 “好马赶不上青菜
行”， 说的就是蔬菜生意行情
变化太快， 早晨还是俏货， 中
午就得打折 ， 傍晚只能甩卖
了， 因此， 即使是好马的速度
也赶不上行情变化。 计划经济
年代， 蔬菜统购统销， 所以往
往发生不是断档缺货， 就是滞
销积压的现象 。 改革开放后 ，
实行市场经济， 城市农贸集市
上蔬菜鲜活、 品种多样， 且价
格随行就市， 生意火爆， 惠及
百姓， 是符合商品规律的。

不过， 蔬菜供应放开的同
时， 也带来一些问题。 菜农种
什么、 种多少、 卖什么价……
都与市场变化密切关联， 如果
只讲随行就市， 仍难免出现短
缺或滞销。 譬如姚官岭村， 因
为去年大白菜行情好， 收购价
格高， 而且尽产尽销， 今年全
村大白菜种植面积一下子从去
年的20亩扩大到100亩 ， 没想
到市场供大于求， 结果发生滞
销并不奇怪。 大白菜如此， 其
他蔬菜亦然。 市场规律就是这
般 “无情”。

姚官岭的滞销大白菜在社
会各界的帮助下卖出去了， 是
好事， 也是偶然事。 那么多菜
农 、 那么多蔬菜 ， 不可能 都
靠 “ 爱 心 ” 帮 助 ， 即 使 是
政 府 出 手 “ 救 市 ” ， 也 非
长 远之计 。 根本出路还在于
认 识 市 场规律 ， 把握供销信
息， 农贸市场里那些买菜人 ，
才是 “上帝”。

□一刀 （资深媒体人）

话说滞销大白菜

文物建筑对公众开放
是“多赢”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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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 ？ 职工福利中不是都
有这一条吗？” 当被问及是否在
意用人单位提供定期体检福利
时， 应届硕士毕业生李纯有些意
外地反问道。 事实上， 作为近年
来用人单位新兴一项职工福利，

“职工体检” 并没有具体法律规
定， 而是通过劳动合同、 用人单
位规章、 集体合同等确定的。 换
句话说， 用人单位并没有责任和
义务为职工提供体检。 （11月7
日 《工人日报》）

体检， 对求职者和职场中人
士而言， 无疑是关注点之一。 毕
竟，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 况且，
在一些特殊岗位， 能够及早通过
体检发现潜在的职业病， 也就有
助于及早进行诊治。

事实上， 站在用人单位角度
而言， 为职工体检虽说会增添额
外的花销， 但也是多赢之举。 比
如 ， 在健康变得日益重要的当
下， 体检福利是最直接地让职工
感受到被关怀的途径之一， 同时

也使职工对单位有 “家 ” 的感
觉， 这些额外的福利， 就是心贴
心的留人之举； 而且， 通过体检
也可以及时排除因员工身体健康
原因造成的不安全隐患。

同时， 《劳动法》 第五十四
条规定， 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
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
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
对从事有职业危害作业的劳动者
应当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尽管这
是针对职业病范畴的规定， 但对
用人单位而言， 无论是为了职工
切身利益着想， 还是为了事业的
发展， 均应重视员工的体检， 并
组织好员工体检。

不过， 即便为职工体检意义
重大， 但一些用人单位， 却舍不

得在这上面投资 。 即便组织体
检， 也多是体检时间限制过死、
可选择的医院和体检套餐太少
等， 这一定程度上削减了体检功
效。 其实， 体检不仅要做一些常
规检查 ， 也需要根据职工的年
龄， 确定重大疾病相关的体检项
目。 因为简单的胸透、 血常规等
检查项目， 很难发现身体深层次
的问题。

为员工定期体检， 是让单位
与职工双赢的事， 这项福利， 一
方面需要企业对此高度重视， 定
期组织员工体检， 在职工健康管
理上， 走好 “精细化” 道路； 另
一 方 面 于 职 工 而 言 ， 体 检 虽
没 有 法 律 强 制 性 ， 但 也 可 以
根 据 实 际 情 况 向 工 会 等 部 门

反 映 ， 力 争 让 体 检 惠 利 每 一
位 职 工 ； 再 者 ， 即 便 用 人 单
位 不 组织体检 ， 个人也不妨自
掏腰包进行体检， 毕竟身体才是
个人最宝贵的财富。

总之， 体检虽非法定福利 ，
却彰显出用人单位人性化程度 。
比 如 ， 有 的 单 位 就 颇 为 人 性
化 ： 职 工 既 可 以 直 接 去 公
司 指 定 机 构 体 检 ， 也 可 以 自
行选择医院体检后等额报销 ；
除 统 一 的 基 础 套 餐 外 ， 职
工 还 可 以 将 职 位 积 分 用 于 升
级体检套餐 ， 甚至可以将积分
用于为配偶和父母兑换体检。 可
见， 只要用人单位去为， 职工体
检成职场福利 “标配” 也就并非
难事。

防止家中老人走失得有点措施
一头白发， 一身棉衣， 一双

棉手套 。 最近两天 ， 一位举着
“寻人启事” 牌子出现在景山公
园的老人引发众多网友关注。 今
年77岁的王爱珍老人说， 自己正
在寻找走失的老伴， 希望遇见老
伴的好心人能帮助他回家。 7日，
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 王爱珍
的老伴已走失近一个月， 目前仍
没有回家， 家人仍在努力寻找，
而王爱珍， 也 “每天都会去老伴
可能去的地方”。 （11月8日 《北
京青年报》）

看到77岁的阿姨每天举着个
寻人启事的牌子在焦急的寻找走
失的老伴儿的图片， 我想每一位
读者的心中都会涌动同情的情
感。 一位84岁的老人走失了近一

个月， 他会在哪里？ 现在天渐渐
冷了， 已经进入立冬时节， 老人
家那身单薄的衣服能够抵御寒风
吗？ 走失的老人家为什么不和家
人联系？ 不同的疑问都会在不同
的读者的脑海中闪现。

据新华社2016年10月9日发
布的中国老年人走失状况调查报
告显示， 全国每年走失老人约有
50万人， 平均每天有1370名老人
走失。迷路、精神疾病和老年痴呆
是老年人走失的重要原因。 作为
子女，如果家中有高龄老人，且老
人又有单独外出习惯的， 一旦出
现记忆力严重减退症状的， 一定
要有预防老人走失的意识和采取
必要的措施。一是要和颜悦色、心
平气和地给家中老人立 “规矩”，

用关爱的口吻、 亲切的话语向老
人讲明单独外出， 一旦迷路走失
的严重后果， 规劝老人尽量不要
单独外出溜达，最好结伴而行。二
是如果家中老人身体状况健康，
腿脚又还算利落， 且经常单独外
出溜达又走不远的， 也不要掉以

轻心， 应该给老人写张有联系电
话和家庭住址的卡片， 挂在老人
的胸前，随身携带，以防不测。三
是现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 各种
定位器品种繁多，不妨给老人配备
一个。 当老人遭遇走失时可以快
速得到救援。 □许庆惠（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