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西流： 在日常生活中， 花
“钱” 是再普通不过的事， 虽然
“扫一扫” “刷一刷” 发展越来
越快， 但仍有不少人习惯买东西
付款时花 “钱”。 拒收人民币现
金是违法行为， 要看消费者愿意
接受哪种支付方式。 应将选择支
付方式的权利， 交给消费者。 既
然目前中国并非是 “无现金社
会”， 就应该严格遵守相关法规，
善待人民币， 在扩展移动支付业
务的同时， 不能 “拒绝现金”。

将选择支付方式的权利
交给消费者

“先抢救后结账 ” 无疑是
一颗 “定心丸 ”。 这样的规定
无论是对于用 人 单 位 、 包 工
头 ， 还 是 农 民 工 本 人 及 家
属 ， 都 是 “天 大 ” 的好事 。
这意味着， 当不幸的生产性事
故降临到农民工头上时， 无论
是哪一方的责任， “救人” 是
第一位的。 这就能够有效地规
避因为费用问题影响救治的情
况发生。

■有话直说

廖海金： 保健食品虚假宣传
是长期困扰消费者的顽疾。 12月
15日，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发布 “总局关于10起保健食品
虚假宣传广告的通告 ” 称 ， 涉
及10家企业的10款保健食品广
告宣传内容存在欺骗和误导消
费者的问题。 要想彻底根治保健
食品虚假宣传这一顽疾， 还需下
“猛药 ”。 要进一步加大整治力
度， 尤须要加大 “全覆盖” 打击
力度。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不良App

□杨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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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新模式值得推行

■每日观点

■世象漫说

养老服务面临老人多， 服务
人员少的问题。南京打造“时间银
行”互助养老新模式。志愿者可以
“存储” 自己的志愿服务时间，在
自己需要的时候兑换其他志愿者
提供的服务， 也能兑换物品和现
金。未来全市各个“时间银行”将
实现通存通兑，避免“坏账”的出
现， 运行质量将更加优质完善。
（12月18日《人民日报》）

随着社区居家养老成为养老
服务的主要模式， 队伍的扩充和
稳定是提供有效服务最根本的问
题。 “时间银行” 其实就是通过
“低龄存时间、 高龄取服务” 的
形式， 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 让

全社会都参与到养老服务中来。
显然， 每个人都会有老的一天，
迟早都会面临一个养老的问题，
“低龄存时间、 高龄取服务” 让
人们早早地为自己 “储蓄” 高龄
时所需要享受的服务， 这种切身利
益的挂钩， 无疑让更多的人自愿投
身到养老服务中来， 也有利于营
造全社会尊老爱老的良好风气。

“低龄存时间、 高龄取服务”
其实不只是一种 “低龄” 与 “高
龄” 之间的服务关系。 “低龄”
得到的不仅是存入 “时间银行”
里的 “时间”， 还体现了自己的
价值， 享受服务社会、 关爱他人
的愉悦。 尤其于低龄老人， 服务

高龄老人的过程， 也是互相之间
交流沟通的过程， 当 “常回家看
看” 成为不少老人的奢求， 服务
高龄老人也可解除自己晚年生活
的孤独和寂寞。

养老是重要的民生问题 。由
于目前我国老龄化速度快于经济
发展速度，过快的老龄化速度，加
大了社会养老压力， 这固然需要
加大公共投入，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
会化养老服务体系， 但在目前不少
地方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应
对老龄化， 还需要创建更多的养
老模式， 而于动员和鼓励更多的
人参与和投入，“时间银行” 尤其
应该大力提倡和推行。 □钱夙伟

近日 ， 一个被命名为 “DowginCw” 的病毒 ，
通过插件形式藏身多款热门游戏应用! 让人惊呆的
是， 存在问题的恶意App竟然不在少数。 你可能也
在用这个被命名为 “DowginCw” 的病毒， 通过插
件形式藏身于多款热门游戏应用中， 已偷偷控制了
国内至少上数十万手机设备。 （12月17日 《南方都
市报》） □赵顺清

离农历戊戌年还有两个
月， 有关央视春节晚会的信息
便在媒体、 网络上不时闪现 ，
颇有些预告的意思。 然而关注
者寥寥， 调侃倒有几许。 遥想
当年人们的翘首以待， 已然不
可同日而语。

曾几何时， 央视春晚作为
中国老百姓辞旧迎新的一道
“文化大餐 ”， 吸引了无数观
众， 鼎盛时期， 挟除夕团聚之
“威” 造成万人空巷， 连地方
电视台也不得不放弃自编节目
而转播， 否则便没有观众。 那
时节， 真是众星捧月， 风光无
限 ， “春晚 ” 都成了专属名
词。 近几年， 春晚渐呈颓势 ，
屡遭指摘、 批评， “流失” 的
观众也越来越多。 为了扭转局
面 ， 主办方也曾努力 ， 换编
导 ， 追 时尚 ， “阔 ” 场面 ，
“大手笔”， 却仍不免 “无可奈
何花落去”。

问题出在哪儿 ？ 模式化
“套路” 使然。 年年翻来覆去
歌舞、 小品、 相声 “老三样”，
加上某些绝技绝活、 戏曲跨界
“串烧”， 几张老面孔， 诸多小
鲜肉， 弄成个 “杂拌儿拼盘”，
加之越来越直白的 “寓教于
乐”， 怎么可能长盛不衰？

时代在发展 ， 社会在进
步， 人们的生活方式、 文化追
求在变化， 除夕夜一家人围着
电视看同一台晚会的场景早已
被多元化的选择取代， “吐槽
春晚” 倒成了网络 “欢聚” 的
“节目 ” ———老百姓过年就图
个乐呵， 没谁愿意过年了还要
“受教育” ……

窃以为， 与其耗费大量人
财物力、 折腾大半年筹办一台
并不讨好的晚会， 不如改变固
有模式 ，放下 “身段 ”，接接地
气， 从各地选调一些有代表性
的优秀节目，“凑” 一台综艺晚
会， 或搞几个分类专场， 任它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主办方
省钱， 编导演省力， 老百姓省
心， 皆大欢喜， 何乐不为？

戊戌年春晚已然就绪， 被
吐槽也只能由它去了。 己亥年
换个 “套路” 如何？

□一刀 （资深媒体人）

河南近日出台新规定， 进一
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其中
要求， 因生产性事故导致重伤的
农民工要 “先抢救 、 后结账 ”，
各级卫生医疗机构不能以任何理

由拒绝抢救或治疗。 全面推行工
伤医疗费用实时结算， 确保农民
工发生工伤时能够及时得到救
治， 减轻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医疗
费垫付压力 。 （12月16日 《劳
动午报》）

可以说， 农民工在外打拼 ，
所担心的不仅仅是工资能不能足
额发放， 更担忧自身的安全， 这
对于他们家人而言更是如此。 作
为家里的顶梁柱 ， 如果 在 事 故
中 出 现 伤 亡 现 象 ， 就 如 同 天
塌 下 来 。 而 能 不 能 得 到 及 时
抢救， 不会因为钱的问题耽误病
情的诊治， 更令人揪心。 毕竟，
对于大部分农民工而言， 日子并
不富裕。

“先抢救后结账” 无疑是一
颗 “定心丸”。 这样的规定无论

是对于用人单位、 包工头， 还是
农民工本人及家属 ， 都是 “天
大” 的好事。 这意味着， 当不幸
的生产性事故降临到农民工头上
时， 无论是哪一方的责任， “救
人” 是第一位的。 这就能够有效
地规避因为费用问题影响救治的
情况发生。

可以说， 农民工遇工伤 “先
抢救后结账 ” 是一个美好的愿
景。 但是， 河南省出台的这个意
见全称为 《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民
工参加工伤保险的意见》， 意思
就是 ， 要想实现 “先抢救 后 结
账 ” 其 先 决 条 件 是 农 民 工 参
加 了 工 伤 保 险 。 而 意 见 的 目
的 ， 就 是 通 过 加 快 推 进 农 民
工 参 加 工 伤 保 险 工 作 ， 来 不
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 。

所以 ， 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是
第一步。

然而， 不难发现， 基于农民
工的特殊身份， 不仅在工资支付
上令人揪心， 而且相关的社会保
险参保率并不高， 再深一层讲，
不签订劳动合同的也不在少数。
《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伤保险工
作的意见》 （人社部发 〔2014〕
103号）， 以及 《工伤保险条例》
等劳动法规， 这些都是农民工参
保的法律依据。 即便如此， 农民
工能否享受到工伤保险待遇， 依
旧要看用人单位的脸色。

为了保障 “先抢救后结账 ”
的实施， 河南的意见中对参保提
出了一系列措施。 比如， 努力推
进参保前置 ， 各类建筑施工 项
目 在 办 理 相 关 手 续 、 进 场 施

工 前 ， 均 应 提 交 按 项 目 参 加
工 伤 保 险 的 证 明 ， 作 为 保 证
工 程 安 全 施 工 的 具 体 措 施 ；
凡 是 没 有 工 伤 保 险 参 保 证 明
的 ， 一律视为工程安全施工措
施不到位， 切实做到 “先参保，
再开工”。

总之， 农民工遇工伤 “先抢
救后结账” 让人看到了制度的善
意与暖意， 理应成为一种常态 。
一些事故难以避免 ， 及时 救 人
是 第 一 位 的 ， 这 同 样 需 要 医
院 能 够 以 大 局 为 重 ， 切 实 尊
重 生 命 ， 让 受 到 事 故 之 殇 的
农 民 工 得 到 最 好 的 诊 疗 。 当
然 ， 于 用 人 单 位 和 农 民 工 自
身而言 ， 在施工中须牢记 “安
全” 二字， 即便制度再美好， 都
没有安全施工重要。

不能让随意辞退职工成为常态 春晚
换个“套路”如何？

对保健食品虚假宣传
要加大整治力度

农民工遇工伤“先抢救后结账”是颗“定心丸”

近日， 北京东城法院， 13名
外来务工人员领到被拖欠的工
资。 “之前还以为至少要半年，
或者会不了了之 ， 没想到这么
快。” 领到1万多元的小曹说道。
河北张家口90后男青年小曹说，
去年底来到北京， 在王府井一家
餐饮公司的后厨帮忙。 今年2月，
餐饮公司以工作期间各阶段绩效
考核不合格、 在经营过程中导致
亏损严重为由将他辞退。 东城法
院王法官介绍， 小曹等人已是被
换掉的第三批后厨人员。 （12月
17日 《新京报》)

当下， 有些企业为了减少亏
损， 采取了 “炒鱿鱼” 的损招，
明明员工尽职尽责， 工作十分努

力， 可有些无良企业总是变着法
子炒员工的 “鱿鱼”。 但凡随意
炒员工 “鱿鱼” 的企业都有一个
共同特征， 即劳动者的工资拖欠
少则数月， 多则一年半载。 有些
劳动者被 “炒” 之后， 懒得计较，
甘愿 “吃哑巴亏”， 结果助长了无
良企业违法行为的愈演愈烈。

企业 “炒鱿鱼 ”， 社会要干
预， 不能让随意炒鱿鱼成为一种
常态 。 作为劳动者 ， 当自己被
“炒 ” 时 ， 对资方所欠的工资 、
社保等权益保障事宜一定要算
清， 个人走不要紧， 账必须要结
清。 对那些赖账不还的企业， 劳
动者一是要向劳动仲裁部门讨公
道， 要说法， 让劳动监察部门适

时介入， 对不法用人企业错误进
行纠正。 二是对赖账继续不还的
可走法律途径。 面对劳动者的利
益诉求， 法院必须及时受理， 对
那些以种种理由赖账不还的企
业， 必须启动法律程序， 让那些
缺乏道德底线、 视法律为儿戏的

老板为此买单。
劳动监察 部门也好， 法院

也好， 必须及时介入各种劳资纠
纷的案件处理。 对那些动 辄 祭
出 “ 炒 鱿 鱼 ” 杀器的企业和个
人，必须进行调查，一旦发现绝不
姑息。 □李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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