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菊 ： 近日 ， 代驾软件e代
驾宣布上线 “e代喝” 服务， 该
服务上线至今， 已经覆盖北京、
上海、 广州等36个城市。 众多网
友纷纷感叹， 此前网上流传的代
喝酒段子真的变成了现实。 也有
不少声音对代喝酒服务心存疑虑，
代人喝酒可能会面临一些人身健康
或安全方面的隐患， 那么平台上
线 “e代喝” 是否有相应的保障。
“代喝酒” 潜藏社会道德和法律
风险， 还是不宜提倡为好。

“代喝酒”服务
不值得提倡

解决产业工人职业发展通
道狭窄、 单一和成长空间受限
的问题， 需要多措并举， 更需
要改革创新， 大可不必局限于
技术等级、 专业职称的评定。

■长话短说

鞠实： 国家旅游局5日推出
“全国全域旅游全息信息服务系
统”。 该系统一个重要功能就是
借助高德地图数据和精确的 定
位 能 力 实 现 全 域 旅 游 厕 所 导
航 。 首 期 将 实 现 50余 万 家 社
会 厕 所 和 景 区 厕 所 的 导 航 服
务 ， 并将逐步扩展。 “厕所导
航 ” 精准的对接了民生需求 ，
让 “方便 ” 更方便 ， 符合民之
所思 、 满足民之所愿 ， 值得肯
定和期待。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泄题”

□张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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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尽孝假”落实到位需要配套措施

■每日观点

■世象漫说

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 独生
子女有15天带薪护理 假———这
个 “ 尽 孝 假 ” ， 广 州 人 也 有
了 ！ 日 前 ， 广 州 市 政 府 办 公
厅 正 式 公 布 《 广 州 市 人 口 与
计划生育服务和管理规定》， 明
确多种假期的落实。 《规定》 将
于2018年2月1日起施行。 （1月5
日 《新快报》）

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 独生
子女有15天带薪护理假， 这被媒
体称为 “尽孝假 ” ,虽然只有短
短的15天， 虽然享受到的人群并
不宽泛 ， 但足以让人欣慰 。 然
而， 能够享受到的 “尽孝假” 才

有意义， 因此， “尽孝假” 落实
到位需要有周密的配套措施。

“尽孝假” 要让请假者觉得
不困难， 没有任何的畏难。 这就
需要企业主动给予员工 “尽 孝
假 ” 。 这关键还在于企业给予
员 工 “ 尽 孝 假 ” 的 动 力 。 既
可 以 赢 得 员 工 的 心 ， 获 得 员
工 的 点 赞 ， 还可以避免惩罚 ，
甚至还会有相应的补贴和奖励。
企业如果觉得给员工 “尽孝假”
并不吃亏， 当然会主动给予 “尽
孝假”。

职能部门要有科学的监管措
施。 不是只规定 “尽孝假” 就万

事大吉了， 更要看 “尽孝假” 的
执行情况。 而执行到位， 考验着
职能部门的智慧； 再次， 不能只
“牺牲” 企业的利益， 企业讲究
效益， 让员工享受15天的 “尽孝
假”， 对于企业来说， 压力挺大
的， 如果遇到扎堆请假， 企业则
更难了。

随着员工享受到的 “权益
假” 越来越多， 如果没有一定的
补偿政策 ， 企业自然会抵制 。
“尽孝假” 落实到位需要配套措
施 ， 配套措施到位了 ， “尽孝
假” 才能真正尽孝。

□王军荣

此前引发关注的国家一级建造师考试被指泄题
一事， 1月5日有了最新进展。 2017年9月16、 17日，
举行了国家一级建造师考试。 考试结束后， 有考生
反映， 考试疑似出现泄题， 住建部执业资格注册中
心随即联合多部门介入调查。 1月5日下午， 记者获
悉， 住建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 人社部人事考试中心发
布通报称， 有 “助考” 团伙利用非法窃取的试题信
息培训敛财。 (1月6日 《北京青年报》) □朱慧卿

“共享泊位”是有益创新 别让绩效工资
成“镜花水月”

旅游“厕所导航”
让“方便”更方便

职工发展通道不必局限于职称

1月4日， 杭州共享泊位平台
上线 ， 将以 “共享 ” 的方式被
“唤醒”， 焕发新的生命力。 该平
台以杭州全市除社会公共停车场
外的其余各类停车场库为资源目
标， 将分散的停车信息和不同时
段闲置的政府机关、 企事业单位
和楼盘小区车位资源统筹起来，
实现车位业主、 物业、 平台各方
利益共享， 进一步缓解停车难问
题。 （1月5日 《北京晚报》）

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 以及
城市汽车保有量越来越大， “停
车难” 已成为困扰城市发展和人
民生活品质提升的一大顽疾。 一
方面是许多的车辆无处可放； 另
一方面是有些地方的车位， 在某

些时段处于闲置状态， 这无疑是
空间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而
“共享泊位” 的诞生， 就是在纾
解这一难题。

“共享泊位”在使闲置停车位
有效利用的同时， 也能够实现诸
多好处，比如，可以减少城市车辆
乱停乱放现象； 可以通过将分散
的停车需求信息和不同时段闲置
的车位资源统筹起来， 实现车位
业主、物业、平台各方利益共享。

同样， 作为一种共享经济模
式 ， 也离不开 “共治 ”。 比如 ，
司机文明停车， 不给提供共享停
车位的区域恶意添乱； 还如， 积
极履行缴费责任， 避免出现 “恶
意欠费” 等情况； 再如， 双方的

沟通问题， 以及有可能出现的消
费纠纷问题等等， 均需要完备的
规范化措施跟进。 据了解， 平台
会在特定开放模式下， 将对双方
用户进行全过程行为监管。

“共享泊位” 是唤醒闲置空
间的有益创新。 而与国内其他地
区相比， 杭州是第一个由政府主

导搭建城市级停车泊位共享平台
的， 这就为以后的有效监管， 以
及统筹各职能部门的有效管理奠
定了坚实基础 。 也就能有效规
避， 一些共享经济模式起步不稳
造成的野蛮成长问题。 尤其是，
信用系统的引入， 发展前景无疑
令人看好。 □杨李喆

元旦已过， 春节将至。 在
这段时间， 工资是大家谈论较
多的话题。 以前，建筑行业农民
工讨薪是工资问题的焦点 ；现
在，一些“白领 ”也面临工资问
题。 不过，与农民工工资被拖欠
不同，这些“白领 ”面对的是企
业以 “绩效” 为由莫名扣发薪
酬。 (1月5日 《法制日报》)

绩效工资本来有利于用人
单位管理员工， 结果却成了一
些用人单位管控员工、 甚至肆
意侵犯员工合法权益的工具 。
所以绩效工资有两面性、 具双
刃剑效应：一方面，绩效工资有
利于企业对员工进行适当的管
理， 可以让企业通过奖惩制度
来激励员工为企业创造价值 ，
避免一些懒人、庸人浑水摸鱼，
光拿钱不干活；另一方面，一些
企业又滥用惩罚权， 拿绩效工
资为诱饵让员工 “卖命 ”，结果
绩效工资却不过是 “镜花水
月”，并不会兑现。对此，一方面
不能否定绩效工资的作用 ，不
能收回企业制订相应奖惩条例
的权力，但另一方面，企业不能
随意扣除劳动者绩效工资 ，要
能严格管控企业的惩罚权。

企业扣除劳动者工资， 必
须是在以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
损失的前提下， 而且也不能一
次性扣除。 但一些用人单位早
已超出了底线， 员工动辄便会
得咎、 便会受到处罚， 绩效工
资成了企业 “奴役” 员工的重
要筹码， 而且不少员工就算没
有给企业造成损失， 没有违反
企业规章制度， 企业还是找借
口克扣员工绩效工资。

对此， 需要相关部门能够
帮助劳动者维权， 加大对侵犯
劳动者合法权益企业的惩治力
度， 而劳动者也要多一些维权
意识 ， 要能清楚了解基本工
资、 绩效工资的发放条件， 并
要通过书面合同予以确定。

只有让劳动者变得强势起
来， 让劳动者能与企业处于平
等博弈的地位， 才能避免绩效
工资的 “双刃剑效应 ”， 绩效
工资才会真正成为劳动者通过
努力工作就能摘到的果实， 而不
是企业予取予夺并欺诈、 欺骗劳
动者的借口与工具。 □戴先任

《工人日报 》 报道 ， 甘肃省
密集出台政策， 畅通各类人才职
称绿色通道， 向高技能人才释放
职称 “红利”， “让高级技师成
长为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此
举对于一线职工， 特别是技术工
人来说无疑是个利好消息。 赞赏
之余， 想到一个问题： 职工谋求
个人成长、 发展， 一定要走职称
评定这条路吗？

众所周知， 社会人群是 “分

门别类” 的， 譬如按户籍分城里
人、 乡下人； 按职业分企业人、
机关人 ； 企业里又分干部 、 工
人； 机关内还分国家公务员、 事
业编制……由于 “不同类”， 待
遇就有了差别， 如不同的技术等
级 、 专业职称有不同的工资标
准， 而且不同系列很难 “互通”。
从社会分工 、 科学管理的角度
看， 这样的 “分门别类” 是必要
和有效的 ， 但从人才流动 、 发
展， 价值实现的角度说， 又往往
成为障碍、 羁绊， 如甘肃报道中
所说， “优秀的技术工人， 即使
水平再高、 能力再强， 也很难跻
身管理层或者技术人员行列 ”，
形成人们常说的 “个人发展遭遇
‘天花板’ 现象”。

这个问题如何破解？ 完全废

除社会身份区别 ， 取消职级差
异， 显然不现实； 沿用、 固守老
办法， 又被证明难以为继； 唯一
的出路只能是改革， 革除所有阻
碍发展的弊端。 事实上， 这样的
改革已经在路上。

企业的干部、 工人身份果真
那么 “泾渭分明”吗？过去的确如
此，现在已然改观，许多企业打破
了干部、工人身份界限，连厂长、
经理都取消行政级别了，有才华、
有能力的工人进入管理层、 技术
人员行列也已不再是新闻。 “天花
板”正在拆除中，我们要做的是加
快进程，推动深化。

技术等级、 专业职称评定是
对一个人技能、 才干的定性式认
可， 也为其发展、 成长提供了阶
梯式目标， 对于形成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功不可没。
但是， 多年不变的评审办法已经
不能适应发展、 变化了的现实。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
分， 使得不同地区、 不同单位发
展条件、 用人需求差异很大， 对
人才的评判与使用唯有从实际出
发， 才能发挥有效作用。 全国统
一的技术等级 、 专业职称评定
“一刀切” “齐步走” 的办法需
要改革了， 由用人单位按管理权
限自主开展职称评审就是方向之
一， 而且在先行实验中产生了积
极成果。

“让高级技师成长为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对于符合条件的
技能人才来说， 确是一个颇具吸
引力的奋斗目标， 但就经济社会
和企业发展， 特别是智能化发展

趋势而言， 毕竟更需要大批的掌
握高技能的一线工人。 况且， 技
师与工程师的资质、 标准不同，
如果仅为提高待遇 ， 靠简单地
“跨系列 ” 晋升并不是好办法 ，
至少不是最优选择。 为了厚待技
能人才， 稳定一线职工队伍， 企
业完全可以在自主权范围内给予
解决， 譬如实行内部等级制度，
按照贡献分配、 奖励， 对技能人
才给予优厚待遇。 改革先行企业
首席工人技师待遇已经达到甚至
超过副总， 遑论工程师？ 又何必
在职称问题上煞费苦心？

解决产业工人职业发展通道
狭窄、 单一和成长空间受限的问
题， 需要多措并举， 更需要改革
创新 ， 大可不必局限于技术等
级、 专业职称的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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