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西流： 中国消费者协会、 中
国残疾人联合会日前联合 发 布
《2017年百城无障碍设施调查体
验报告》。 根据报告， 各行业无
障碍设施普及率仅有40%， 满意
度为70分， 无障碍电梯、 无障碍
卫生间等设施缺失较为严重， 且
地区间、 行业间发展不平衡情况较
为突出。 关爱残疾人， 更需服务无
障碍。 残疾人享有和健康人一样平
等的权利， 无障碍设施和服务 ，
是他们能够实现这一权益的必要
方式。

关爱残疾人
更需服务“无障碍”

非公企业组建工会， 是新
时期工会工作的一个重点， 也
是难点。 重在非公企业及从业
人员在国民经济和职工队伍中
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 工会事
业要发展 ， 这块阵地不能丢 ，
组织建设必须跟进。

■长话短说

杨李喆： 随着电商的快速发
展， 一些赛事售票渠道搬到了网
上， 各大网络购物平台也频频推
出秒杀、 抢购等促销活动。 各种
形式的网售、 抢购活动对消费者
来说本是一大利好。 但一些 “黄
牛” 也瞄准这块蛋糕。 开发使用
各种抢购软件， 损害消费者和商
家的利益。 无论何种形式的 “黄
牛” 均不可怕， 最重要的是敢于
正视， 并积极想办法对其严厉打
击， 要拿出硬措施。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车轮腐败”

□张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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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朋友圈“关怀式”谣言危害不可小觑

■每日观点

■世象漫说

近年来 ， 带有 “别再吃了 ”
“别再喝了” “别再用了” 等字
样的 “关怀式” 提醒类谣言在微
博、 微信中频繁出现。 据了解，
仅去年以来， 微信辟谣工具就已
对超过100万条谣言进行辟谣 。
（12月15日 《北京晨报》）

一些人总是热衷于在微信朋
友圈中转发各类“关怀式”提醒类
谣言，诸如“别再喝了！桶装水开
封3天后细菌增加227倍”等等，搞
得人心惶惶。更有甚者，有些“关
怀式” 提醒类谣言还直接导致不
少行业与企业遭受巨大的经济损
失。例如，此前“打针西瓜”“塑料
紫菜”等谣言，就曾给相关种植户

和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类
似“塑料大米”等谣言更是引发强
烈关注， 甚至影响到相关行业的
整体形象，危害不可小觑。

而各类“关怀式”提醒类谣言
所以会在微博、微信中频繁出现，
除了与部分人尤其是部分老年人
缺乏科学知识、 容易轻信有关之
外， 更多的则是因为一些人出于
利益驱动， 利用人们对健康问题
的关注，故意将部分谣言戴上“养
生知识”的面具，分享给朋友或发
至朋友圈， 经由朋友圈点击量的
上升，获取不菲的广告收益。按照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散布
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五

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
五百元以下罚款。所以，散布谣言
还涉嫌违法甚至犯罪。然而，现实
实际当中，由于打着“健康养生”
的幌子， 散布谣言者很少受到法
律的惩处。

所以， 一方面微信等平台应
该采取相关措施， 如不定期发布
谣言榜，对相关流传广、影响大的
谣言及时辟谣，并处罚发布、传播
谣言的公众号，另一方面，还有必
要对在朋友圈中散布“关怀式”提
醒类谣言行为，实施法律打击。如
此才真正净化网络， 令社会秩序
得到更为切实的维护。

□魏文彪

记者从江西南昌市纪委获悉， 中央八项规定实
施五年来， 南昌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公
务用车管理使用规定问题１６７起， 处理２０１人， 其中
党纪政纪处分１２７人。 （１２月１６日新华网）

□朱慧卿

“一些包工头成了农民工
工资卡实际掌控人， 如果说过
去农民工被欠工资， 现在可以
说是被欠工资卡了 ！” 12月8
日， 四川绵阳市总工会信访接
待室主任、 劳动争议人民调解
委员会专职调解员徐强接受记
者采访时无奈地说。 业内人士
透露， 类似情况在四川多地建
筑领域劳务用工中十分普遍。
（12月14日 《工人日报》）

根据 《建设领域农民工工
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 规定，
要求所有项目农民工工资全部
办理农民工个人银行 （工资 ）
卡 ， 并对农民工工资进行统一
拨付。 如此规定的初衷是， 通过
建立农民工工资直接经银行卡支
付的制度， 从而防范欠薪现象的
发生。 这本是好事一桩， 可在
实施过程中， “被欠工资卡 ”
同样侵犯了农民工的权益。

“被欠工资卡 ” 是欠薪的
新变种， 对此应给予重视。 一
方面应立足于防范。 比如 ，为
根治欠薪 “痼疾 ”，从2014年开
始， 四川省推行以总包企业直
接发放农民工工资为核心的企
业责任制， 对工资款和工程款
进行制度剥离和物理隔离， 以
此锁定农民工工资支付关系 。
同样， 也可以用最笨的办法 ，
就是盯紧 “包工头”， 以防范
其在工资卡上动手脚等等。

另一方面也应立足于打
击。加强对劳动用工的监管，对
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 、
包工头等加大惩戒力度， 并配
合新出台的 《拖欠农民工工资
“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将克
扣、 无故拖欠劳动者报酬的单
位，列入“黑名单”。

再者， 要不断增强农民工
的法律维权意识。比如，银行和
劳动监察部门联手， 开展法律
法规知识普及， 使他们既认识
到银行工资卡被别人“掌控”的
危害性， 又要调动起他们依法
维权， 尤其是依法争取自身工
资待遇的积极性，让“被欠薪”
或“被欠工资卡”现象在第一时
间发现， 并第一时间争取到有
关部门介入解决。 □李雪

上海浦东新区总工会日前出
台推进非公企业工会建设改革方
案， 其中两个亮点引人注目， 一
是开拓 “企业外入会” 路径， 二
是将企业留成工会经费比例由
60%提高至80%。 由于方案是在
此前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出台的，
因此可以视为经验， 对于各地面
临同样课题的工会工作者而言，
可以学习借鉴。

非公企业组建工会， 是新时
期工会工作的一个重点， 也是难
点。 重在非公企业及从业人员在
国民经济和职工队伍中占有越来
越大的比重， 工会事业要发展，
这块阵地不能丢， 组织建设必须
跟进； 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计
划经济年代清一色公有制企业所
有职工 “自动” 入会的场景已不
复再现， 加之某些非公资方的推
诿、 阻挠甚至抵制， 工会组建需
要做大量的细致工作， 付出更多
的努力。

作为职工合法权益的代表者
和维护者， 工会的组建从来不是
也不应该是征得行政方同意才能
进行的。 劳资双方达成共识当然
好， 达不成共识， 工会照样要组
建 。 因为这是劳动者维权的需
要， 并且有法律依据， 在这个问

题上， 工会无可妥协、 犹豫， 需
要考虑的只是选择什么样的方
式，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合理且
有效地推进， 这也是对工会独立
自主开展活动能力的检验。

浦东非公企业工会建设改革
方案提出， 依法推进建会， 通过
“先服务再入会、先活动覆盖再组
织覆盖、 先企业外入会再倒逼企
业建会”的工作模式，建立以综合
性联合工会为依托的 “后台” 承
接机制。 这意味着什么呢？

一是工作的着眼点不是急于
组建， 而是先服务， 搞活动， 打
基础。 为此， 浦东工会推出 “配
套工程”， 打造多方位多层次的
服务 （活动） 平台， 为职工提供
就近、 便利、 可预期的服务 （活
动）， 通过实心实意、 积极主动
地为职工说话办事， 打动和吸引

职工， 激发他们的入会意愿， 在
这个基础上再谋组织发展， 正可
谓顺势而为， 水到渠成。 让职工
自觉自愿地要求加入工会， 寻求
代表与维护， 实际上正是工会本
质意义上的回归。

二是有综合性联合工会做
“后台”， 不急于在企业内组建工
会， 特别是在资方推诿、 阻挠建
会的条件下， 这样做不仅必要，
而且有效， 对于适应非公企业运
作方式和密切工会与职工的联系
都有益。 工会暂不设在企业内也
就不必为资方所左右， 保持了自
己的独立性， 同时又有利于利用
企业外更广阔的时间、 空间， 把
工作做到职工的家里、 心里。 当
然， 工会暂设在企业外， 工作、
活动会遇到一些困难， 工作方式
也需要改变、 创新， 但有联合工

会承接做 “靠山”， 有置身于职
工群众的优势， 困难可以克服，
创新带来发展， 发展才有前途。

基层工会经费紧张众所周
知， 非公企业建会后， 这个问题
可 能 由 于 行 政 方 面 的 原 因 愈
发凸显。 浦东工会未雨绸缪， 打
破先上缴再回拨的传统做法， 实
行差异化经费收缴， 将企业留成
工会经费比例提高到80%， 并安
排会员会费额150%的经费用于
直接惠及会员的项目， 形成会员
与非会员的区别效应， 以提高会
员的获得感。 这些做法， 对于非
公企业建会是实实在在的支持与
促进。

非公企业建会任重道远， 大
有可为 ， 相信各地工会结合实
际， 开拓思路， 还会创造出更多
更好的经验。

对减肥市场乱象需要监管亮剑 农民工“被欠工资卡”
要防更要打

打击网络“黄牛”
要有硬措施

非公企业工会建设需要新思路

近日， 一种包含传统中医和
神秘气功的点穴减肥服务， 在爱
美人群里流行起来。 点穴减肥，
是否如宣传的那么神奇？ 机构宣
称点穴师的妙手， 是神技还是骗术？
消费者又易陷入哪些合约陷阱 ？
（12月17日 《 北京青年报》）

面对减肥市场乱象， 需要监
管发力。 中国保健协会统计数据
显示： 2016年， 全国减肥消费市
场总规模预计将超过2000亿元 。
行业从业人员超过2000万人， 行
业年发展速度平均呈40%以上的
增长态势。 记者在北京、 上海、
合肥等城市调查发现， 减肥机构

遍地开花， 减肥方式五花八门，
有以针灸、 拔罐、 推拿等为主的
中医减肥， 也有如碎脂仪等高科
技仪器的减肥。 中国消费者协会
的一项统计显示， 近年来整形美容
领域已经成为消费者投诉的热点。

减肥市场乱象， 不知害了多
少人 ， 有的甚至 “被减肥死 ”。
一些减肥机构收费不菲， 一个疗
程动辄几百元甚至成千上万元，
但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 消费者
遭遇维权难 ， 大多只能不了了
之 。 而一些减肥机构则声称 ：
“大错不犯， 小错不断， 只要不
死人， 能有啥责任？” 规范减肥

市场， 保障消费者的生命健康，
监管部门应积极主动有所作为 ，
首先要加强减肥市场规范化管
理， 补齐制度短板， 堵塞漏洞，

对不法减肥机构予以依法取缔 。
其次各相关部门要协调 联动 ，
联合执法， 形成合力， 打掉监管
盲区。 □汪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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