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永维： 对各种检查评比来
一次大梳理， 该取消的就要坚决
取消，需合并的就要主动合并，确
有必要保留的就要切实发挥好作
用， 这样的检查评比才能促进基
层工作， 才不会成为基层的负担
和苦水。 为年终检查评比 “瘦瘦
身”，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
到具体工作中， 把更多时间用于
为民服务的实践中， 这是基层干
部之盼，也是广大群众之愿。

年终检查评比
可以“瘦瘦身”

劳模被特聘为高校教授值
得点赞， 也值得进行推广。 尤
其是， 将劳模 （工匠） 精神融
入到高校思政课教学当中， 担
任学生人生导师、 实习导师和
职业导师， 有利于将高校学子
培养成为新一代劳模 （工匠）。
因此， 期待着更多劳模成为中
小学， 以及更多高校的讲师和
教授， 以更好地传承与弘扬劳
模精神。

■长话短说

张西流： 因为学生有 “换口
味”的市场需求，才会有外卖“送
口味”的市场供应，这值得高校反
思。应加强对学校食堂的管理，在
维护食品安全、 不加重学生负担
的情况下， 多提供一些风味独特
的饭菜品种， 满足学生多重口味
的需求。特别是，对于外卖餐饮，
宜堵更宜疏，在保障校园秩序、加
强食品安全监督的前提下， 学校
可以限时、限区域对他们开放，以
此丰富学生的口味。可见，外卖进
高校，意义大于争议。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调研秀假调研

□ 杨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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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治理欠薪最主要的不是“讨”而是“防”

■每日观点

■世象漫说

12月8日，北京市人力社保局
等12个部门组成联合执法组，在
北京全市范围内开展农民工工资
支付情况专项执法大检查。 今年
截止到11月底， 北京共查处用人
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 5625
件，为18982名农民工追发工资
1.76亿元。（中新社北京12月8日电）

这些年在化解农民工欠薪问
题上，上上下下做了很多努力，但
各地欠薪事件依然频频发生。分
析起来，除了老板无良、无赖，劳
资双方权利地位不对等以外，还
在于社会信用机制缺失、 执法执
行力度不够、 劳动者维权渠道不

畅通等原因。此种语境下，各级管
理部门、 监督部门更要承担起劳
动者“强势维权代表”的责任，帮
助农民工从被动讨薪向以预防欠
薪的管理机制方面完善。

一方面， 政府部门治理欠薪
过程中要关注拖欠的重灾区。对
拖欠工程款问题较为严重的政府
投资工程和房地产开发项目，督
促其设立工资保障金， 制定清欠
计划，并采取措施予以落实；对建
筑、餐饮、加工等农民工相对集中
的行业， 制定有针对性的工资支
付办法，规范工资支付行为等。

另一方面看， 需把治理欠薪

的关口前移， 把治理欠薪变成制
度常态。 如日常化落实好监管责
任， 从源头上防止拖欠农民工工
资现象发生。

总之， 治理欠薪最主要的不
是“讨”而是“防”。同样，治欠薪顽
疾，公权救济必须多些责任担当，
在制度上安排更多保障方式，在
救济上提供更多有效渠道， 在监
管上加大保护力度， 在问责上提
高违法成本， 使农民工工资变成
谁也不敢触碰的高压线。 只有让
法律实实在在得到落实， 劳动者
权益时时得到保障， 才是维护劳
动者权益和劳动尊严。 □沈峰

领导干部下基层搞调研， 有利于了解实情、 倾
听民意、 科学决策， 本来是好事。 但是， 一些人却
让好事变了味。 不仅调研次数过多， 而且调研本身
流于表面、 走过场， 成了一场场让群众摇头不已的
“调研秀”。 （12月10日 《中国纪检监察报》）

□王铎

自 “醉 驾 入 刑 ” 以 来 ，
“开车不喝酒 ， 喝酒不开车 ”
已逐步成为机动车驾驶人自觉
遵守的良好习惯。 随之而来，
代驾市场发展越来越快 。 然
而， 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相关
法律法规对代驾从业人员资质
及行业道德标准进行硬性规
定， 代驾司机自身素质参差不
齐 。 如果代驾出了事 ， “安
全” 成了 “麻烦” 后， 谁来为
“代价” 买单？ （12月9日 《法
制日报》）

随着酒驾禁令的出台， 以
及 “醉驾入刑” 和号称 “史上
最严交规” 的修订版 《机动车
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的颁
布， 可以说， “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的观念已日渐深
入人心 。 基于此 ， 代驾的火
爆、 代驾行业的异军突起， 显
然也是件好事。 但我们也不得
不承认 ， 在疯长的市场需求
下， 尽管发展多年， 代驾行业
依然是 “套路深深”， 代驾纠
纷也屡屡发生。

究其原因， 代驾是个典型
的无主管单位、 无准入门槛、
无统一标准的 “三无” 行业。
一直以来， 都是代驾公司和
代驾司机在自说自话 ， 定价
和服务不规范、 长时间等候、
事故纠纷、 财产损失以及 “代
驾约来醉汉 ” 等现象时有发
生， 甚至当下又出现了 “代驾
碰瓷 ” 的新型骗局 。 如此种
种 ， 便使得代驾行业在消费
者心中的诚信度不高 ， 整个
行业也呈现出了良莠不齐的
发展状态。

因此 ， 笔者认为 ， 要 真
正解除找代驾市民的后顾之
忧 ， 让代驾行业得以蓬勃发
展 ， 有关部门就要尽快出台
相关的政策法规， 明确代驾行
业的主管部门， 建立全国统一
的行业标准和准入门槛， 并明
确代驾双方的权利义务， 实现
代驾与消费者的互信互惠。 也
惟其如此， 才能切实改变代驾
“三无” 局面， 让代驾正规军
有章可循， 让 “黑代驾” 无机
可乘。

□祝建波

日前 ， 10位知名劳动模范 ，
成为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等
上海10所高校 “劳模 （工匠） 精
神进校园” 特聘教授。 从2015年

开始，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 市
教委、 市总工会下发了 《关于开
展 “劳模 （工匠） 精神进校园”
系列活动的通知》， 引导青少年
学生崇敬劳模、 学习劳模， 崇尚
劳动 、 热爱劳动 。 （ 12月 8日
《工人日报》）

每一位劳模的背后， 都有一
个催人奋进的故事。 劳模工匠精
神进校园意义深远， 一则有助于
引导青少年学生崇敬劳模、 学习
劳模， 崇尚劳动、 热爱劳动； 二
则通过劳模的言传身教， 不仅能
够使劳模精神得到传承， 而且能
够增强学子们的动手能力， 为他
们以后就业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
则也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劳
模、 争当劳模的氛围。

据悉， 上海将进一步完善劳
模 （工匠） 讲师团队伍建设， 实
行聘期制 ， 每两年动态调整一
次； 还将， 开展 “学劳模、 做工
匠” 师从劳模 （工匠） 活动， 引
导劳模 （工匠） 与在校大学生和
优秀毕业生 “双结对 ”。 所以 ，
此举不仅能够保障这些特聘教授
的新鲜血液 ， 而且对这些劳模
（工匠） 而言， 在高等院校里传
授知识， 也未尝不是提高自己素
质的契机。

劳模作为劳动者的杰出代
表， 劳模精神作为劳动精神的集
中体现， 他们身上所具有的闪光
点， 无论是工作事迹还是身边的
生活故事， 都是一种精神动能。
将这种力量发扬光大， 不仅需要

劳模进校园、 进企业、 进机关、
进社区宣讲活动， 更需要将劳模
精神 “种” 下去， 高校聘请劳模
当特聘教授， 无疑就是在做这样
的事情。

同时， 对于高校学子而言 ，
这些劳模是岗位上的精英， 更是
做人做事的楷模， 他们身上的精
气神， 理应值得每个人学习。 因
此， 应该珍惜和这些特聘教授相
处的日子 。 比如 ， 借助师生结
对、 课题研究、 现场体验、 蹲点
实践、 网络学习等多种形式， 在
和劳模 （工匠） 的接触中， 学习
到真本事、 汲取正能量， 为自己
以后的职业生涯奠定基础。

同样， 工会部门作为劳模与
教育部门的“中间人”，也需要充

分发挥好作用。比如，上海总工会
就提出， 工会系统和教育部门要
加强合作，从强化组织合作、完善
合作机制、 创新方式方法上共同
抓好此项工作。这就意味着，劳模
被特聘为高校教授有了长效机
制，也唯有此，这些特聘教授的能
量才会被充分发挥出来。

总之， 劳模被特聘为高校教
授值得点赞， 也值得进行推广。
尤其是， 将劳模 （工匠） 精神融
入到高校思政课教学当中， 担任
学生人生导师、 实习导师和职业
导师， 有利于将高校学子培养成
为新一代劳模 （工匠 ）。 因此 ，
期待着更多劳模成为中小学， 以
及更多高校的讲师和教授， 以更
好地传承与弘扬劳模精神。

职场“年底恐慌症”是“时代阵痛”
“换工作了吗?” “没呢!” 当

被问到近况时， 陈学伟突然打一
激灵。 原来一直对工作不满意的
他， 刚刚在某社会招聘网站上注
册账号并录入了简历， “注册时
挺尴尬的， 胆战心惊中发现好多
同事都在网上投简历”。 焦虑成
了困扰职场人士的一大 “心魔”，
在岁末年终 “大爆发”。 他们或
焦躁， 或倦怠， 愈发觉得工作无
趣。 (12月10日 《工人日报》)

又到一年年末， 很多职场中
人开始寻找跳槽机会， 这背后是
职场 “年底恐慌症” 高发。 职场
焦虑在岁末 “大爆发”， 是平时
积蓄情绪的总爆发。 很多劳动者
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都是一年
一签， 而人们又有岁末总结、 岁

末感言的习惯， 所以一到年末，
就总是容易对即将逝去的一年进
行总结， 对即将来到的新的一年
进行规划。 那些对现有工作不满
意的职场中人， 在这个时候就更
容易想法另谋出路， 职场中人在
网上到处投简历， 就是这种职场
焦虑的真实体现。

所以， 对于职场 “年底恐慌
症” 高发， 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 不能一棍子打死。 职场中人
不应无来由恐慌， 不要受他人误
导， 要能理性评估自身及现在所
在单位的价值， 理性抉择。 对于
用人单位来说， 如果所属员工普
遍存在职场焦虑， 普遍陷入 “年
底恐慌症”， 则应反省自身问题，
是否让员工产生足够的归属感 ?

是否做到了善待人才、 善待劳动
者?用人单位应该营造良好的企
业文化， 努力留住优秀人才。

另外， 也需看到， 现在国内
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 经济结构
正在调整升级， 新兴行业层出不
穷， 各行各业在进行重新洗牌，
企业的兴衰都在朝夕之间转换，

劳动者自然会变得更为焦虑， 跳
槽行为也就变得更为频仍。 从此
来看， 职场 “年底恐慌症” 也是
对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的折射，
是一种 “时代病”， 也是时代发
展所必不可免的 “阵痛” 对职场
中人的传导。

□戴先任

“代驾”成“代价”
呼唤监管补位

“外卖进高校”
意义大于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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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模被特聘为高校教授值得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