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8日举行的2017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 有两位来
自生产一线的技术工人———国网
浙江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高级技师黄金娟和沈阳黎明航空
发动机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高
级技师洪家光， 双双获得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黄金娟还
是迄今15位登上国家科技最高领
奖台的一线技术工人中唯一的女
性。 这件事对于全国工人阶级， 特
别是技术工人无疑是巨大的鼓舞。

不过，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 ，
这些一线工人获此殊荣， 背后的
有力助推者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及
其领导下的各级工会组织。 工人
登台领奖， 工会功不可没。

国家级技术工人表彰奖项是
一线技术工人获得科技创新方面
最高荣誉的宝贵机会，而分散在全国
各行各业、 不同企业中的工人科技
创新成果，如果没有一条推荐、汇
总、选拔的畅通渠道，难得脱颖而
出。实践证明，这样的渠道非工会
莫属。工会有统一完整的组织，有
上下贯通的架构， 更有代表与维

护职工权益的担当， 有热心为广
大职工群众服务的干部， 这些条
件，其他渠道不可同日而语。

2006年， 国家科技进步奖首
次设立工人、 农民科技创新评审
组， 对工人、 农民的科技创新成
果予以政策上的倾斜。 全总作为
推荐单位 ， 高度重视 ， 持续发
力， 每年推荐参评都成立专门的
工作班子， 组织各地各级工会层
层助推， 全力以赴参评。 正如全
总相关部门负责人所说， 他们在
工作中不断 “优化评审机制、 完
善推荐流程， 科学化筛选参评项
目、 专业化完善推荐报告、 精细
化辅导视频答辩、 规范化组织行
业咨询……为确保公平公正、 优
中选优， 从国家科技奖励专家库
和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者中精挑

细选组成专家组， 对参评项目和
团队进行多轮次的创新成果管理
能力辅导培训。” 惟其如此， 工
会系统的推荐参评工作才取得了
明显成效， 全总连续12年推荐了
15位技术工人， 全部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

值得一提的是， 全总参与的
国家级技术工人表彰奖励项目，
不仅有国家科技进步奖， 还有中
国专利奖、 全国创新争先奖、 中
国青年科技奖、 中国质量工匠等
技术创新团队或者个人项目， 并
且都有不俗的成绩与收获。 如果
说， 拿奖项咱们工人有智慧， 那
就可以说， 推上台咱们工会有力
量。 更重要的是， 这些表彰、 奖
励， 对于落实党中央 《新时期产
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 构

建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 创新
产业工人发展制度， 都是关键性
举措， 基础性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 完善技术工
人表彰奖励制度，在各个层面，对
工人，对工会都有积极意义。国家
级表彰也不是全总机关的工作，
而是全会的事业， 从表彰奖项的
申报、推荐，到辅导、评审，各地各
级工会都有责任献计出力。 基础
工作做好、做细，做扎实，不仅有
助于参评地方表彰奖励， 而且对
提高工会在国家级奖励中的参评竞
争力有重要作用， 有助于推动创新
技能导向的激励机制、 建立技术
工人创新成果按要素参与分配制
度、完善培养评价使用激励机制、
提高技术工人待遇、 增强技术工
人的获得感、自豪感、荣誉感。

魏文彪： 针对媒体曝光河北
省河间市多个乡镇黑作坊将骡子
肉、 马肉、 猪肉加工后冒充驴肉
出售， 通过厢式货车、 大巴销往
北京等地， 河间市展开行动， 发
现并捣毁黑窝点4家， 共查封扣
押肉制品59公斤及造假工具和包
装。 唯有各地执法部门大力强化
日常监管， 才能真正有利于减少
乃至杜绝各类损害食品安全违法
犯罪行为发生。

保障食品安全
应强化日常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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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

天歌： 随着共享经济的快速
发展， 以共享时间与技能为主要
服务内容的网络平台进入人们的
生活。 这些平台使得人们各种闲
散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但有不
少用户在使用这些App时发现其
中存在不少问题， 比如提供技能
或服务之后却发现报酬无法体现
等。技能共享没有问题，但是鱼龙
混杂、泥沙俱下的技能共享，就成
了问题。既然问题已经暴露出来，
法律和行政的监管就不能总是缺
位，针对新情况要积极补位。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不能搞“五星级厕所”

□张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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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别让差评机制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

■每日观点

■世象漫说

出于畅通消费者维权及内
部管理等方面的考虑， 外卖平台
大多设立了对外卖小哥的评价机
制。 然而， 这项评价机制在实践
中却有些 “走样” ———消费者对
服务不满意给差评可能被骚扰。
而外卖小哥也抱怨称， 有差评无
法申诉会直接被扣工资。 双方的
矛盾由此引发， 甚至出现一些纠
纷。 (1月9日 《工人日报》)

网购、 外卖平台设置评价机
制， 让消费者可以对外卖小哥及
网购商品给予评价， 可以给打差
评， 这种评价机制本有利于营造
良好网购消费环境， 可以由此规
范商家行为， 但一些商家及外卖

小哥面对消费者打差评， 会对消
费者予以威胁恫吓。

一些平台的评价机制有必要
进行改进、 改善， 如对服务评价
体系做进一步细化， 差评需要给
出原因， 而服务人员也可以申诉
辩解等等。 这样能让评价机制变
得更为高效， 这不仅能避免外卖
小哥、 商家陷入 “有苦说不出、
有冤无处伸” 的境地， 也能让差
评变得更为精准， 能给企业以改
善自身服务质量的正确指引， 有
利于企业提升自身服务质量， 为
消费者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 而
消费者与外卖小哥等服务者之间
的龃龉与冲突也能得以有效解

决， 消费者可以对外卖小哥等服
务者少一些误解与误伤， 外卖小
哥等服务者也能得到公平公正的
奖励与惩罚。

一些平台的差评机制本身就
要被打上 “差评”， 亟待对服务
评价体系进行优化， 这才能避免
差评机制变成摆设， 甚至起到与
设置差评机制的初衷适得其反的
作用， 从而变成消费者与服务者
之间发生纠纷与冲突的导火索。
对差评机制进行优化， 改掉其弊
病， 才能真正让其回归提升服务
质量、 加强企业内部管理的职能
本位， 起到营造良好网络消费环
境的作用。 □戴先任

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 8日在全国旅游工作
会议上表示， 要大力推进新一轮 “厕所革命”， 实
施 “厕所革命” 示范工程， 推广 “所长制” “厕所
开放联盟”。 据悉， 截至2017年底， 全国共完成建设
旅游厕所7万座， 超额完成3年5.7万座的计划任务。
李金早强调， 要坚决纠正一些地方搞形式主义 、
搞所谓 “五星级厕所” 的错误做法。 （1月9日中新
网） □赵顺清

医治“儿科停诊”需开综合药方 激励员工
不能止于薪酬“刺激”

技能共享App
亟需监管补位

工人获奖登台，工会鼎力助推

1月8日，微博、微信朋友圈一
张天津海河医院“儿科停诊通知”
被热传， 原因竟是儿科医生因超
负荷工作均已病倒， 儿科不得不
停诊。 海河医院办公室工作人员
表示，医院儿科有3名医生，最近
一个月以来， 每天每位医生接诊
至少60人，几乎每晚7点以后才能
下班。 （1月9日《每日新报》）

从表面上看， 天津海河医院
儿科停诊与最近流感和轮状病毒
来势汹汹 ， 儿科就诊量激增有
关。 但从深层次看， 此次儿科停
诊事件再次暴露出儿科医生短缺
的痼疾。 儿科医生短缺的背后，
是儿科医生职业风险高、 薪酬待
遇低 、 医患矛盾多 、 工作时间

长、 负荷重的真实写照。
医治“儿科停诊”需开综合药

方， 从根本上解决儿科医疗服务
供需矛盾。 首先， 要提高薪酬待
遇，增强职业吸引力。在新一轮医
改中， 必须合理调整儿科医疗服
务价格， 更加准确体现儿科医生
的劳动价值，并从进修深造、职称
晋升、 奖金分配等方面采取倾斜
政策，稳定儿科医生队伍。

其次，完善分级 诊 疗 ，增 加
医 疗 资 源 供 给 。目 前 ，我 国 只
有 53.2% 的 综 合 性 医 院 有 儿
科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儿科
的仅占12.6%。 家门口没有儿科门
诊，即使是感冒、拉肚子等常见病，家
长也只能往大医院跑。去年起，上海

试点社区标准化儿科诊疗室，将儿
科诊疗、保健服务纳入社区家庭医生
职责，大大缓解了儿科看病难。

此外， 加强科普宣传， 缓解
儿科就诊压力。 不少家长不了解
儿童疾病 ， 一碰到孩子发烧哭
闹， 就直接抱着去医院。 有关部

门要做好儿科季节性疾病和常见
病多发病的防治知识宣传， 通过
电话、 微博、 微信等渠道开通咨
询热线 ， 指导家长在孩 子 生 病
时能从容应对 ， 不盲目扎堆医
院， 就医期间能更好地理解和配
合治疗。 □张淳艺

近日， 北京外企人力资源
服务有限公司 （FESCO） 联
合毕马威发布了 《人才创新激
励与弹性福利调查报告》。 调
查显示， 企业应用年度奖金激
励员工的方式最为普遍 ， 有
70%以上的企业采用这种方
式。 但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
呈现的效果随着时间慢慢减
弱。相反，一些“软性”激励方式
却越来越受到员工的青睐，尤
其是对一些有明确职业规划，
希望在企业有长远发展的员
工。 （1月8日 《劳动午报》）

一些人可能认为， 企业吸
引人才、 留住人才， 发挥人才
的创造力 ， 薪酬激励是硬道
理。 应当承认， 薪酬激励是很
重要的一项内容。 相同的工作
岗位， 更高的薪酬会对员工产
生激励作用。 但也要看到， 薪
酬的高低并不能完全决定人才
的去留。 高薪引进人才不难，
难的是留住人才和最大限度地
发挥其作用。 特别是在 “大众
创业、 万众创新” 的语境下，
只有良好的 “软环境”， 才是
留住人才、 激励人才的 “杀手
锏”。 换言之， 企业激励员工，
不能止于薪酬 “刺激”。

有专家分析认为， 盘根错
节的人际关系、 缺少公平的竞
争环境以及天花板太低的发展
空间， 都容易导致人才流失。
显然， 这对一些企业来说， 也
是一个有益的提醒。

现在的企业， 大都强调降
低员工离职率， 提升员工满意
度 。 而要达成这样的愿 望 ，
不仅要有高薪和奖金福利的
短期 “刺激”， 更要有长远发
展眼光， 为员工提供充足的筑
梦空间、 公平的发展机遇和良
好的创业环境。 这就是人们常
说的 ， 企业 “加薪 ” ， 更要
“加心”。

激励员工不只是 薪 酬 那
么简单 ， 更是一种持续的制
度保障和良性的企业文化 。
只有真正为员工提供良好的
成 长环境 ， 才能让他们产生
归属感， 并由此增强凝聚力、
创造力。

□付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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