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23日从全国老龄办
2017年全国 “十大老龄新闻”
发布活动中获悉 ， 到 2017年
底， 已有８个省份通过地方立法
建立了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护
理假制度 ， 包括黑龙江 、 福
建 、 广西等 。 如广 西 规 定 ，
独 生 子 女 父 母 年 满 ６０周 岁
的 ， 患 病 住 院 期 间 ， 用 人
单位应当给予其子女每年累
计不超过１５日的护理假。 护理
期间的工资、 津贴、 补贴和奖
金 ， 其用人单位不得扣减 。
（1月24日 新华网）

近年来， 随着老龄化社会
的到来， 尤其是独生子女的父
母逐渐年老。 独生子女， 特别
是在外地的独生子女如何照顾
父母已经成为值得关注的议
题。 笔者认为， 一些地方出台
的 “带薪陪床” 规定， 既是对
老年人的制度关怀， 又是对子
女赡养扶助老人的鼓励和肯
定。 很有必要在实践的基础上
取得成功经验后上升到国家层
面， 全国推广， 让更多人享受
到这一制度红利。

推广 “带薪陪床 ”，应统筹
考虑以下问题， 一是很多私企
的资金压力较大， 在 “带薪陪
床”面前，其会不会歧视或拒绝
录用独生子女。 二是无论是否系
独生子女，均有照料老年人的义
务， 不宜忽略非独生子女及其
父母的需求。 三是该如何确保
“带薪陪床”落到实处，而非仅
仅是纸面上的权利。

简而言之 ， “带薪陪床 ”
的初衷是好的。 但也不能忽视
社会的复杂性和企业逐利驱动
下规避相关责任的冲动。 在推
广至全国时， 不妨对执行 “带
薪陪床” 制度较好的企业予以
奖励和税收优惠， 毕竟， 优待
老年人是子女、 社会和政府的
共同责任。 对非独生子女也应
给予一定的 “带薪陪床” 假，
如黑龙江规定， 独生子女每年
陪护假为20日， 非独生子女为
10日。 另外， 还应注重对违规
企业施加惩戒。 进而让 “带薪
陪床 ” 成为劳动者的真正权
利， 成为老年人的真正福利。

□史奉楚

近日， 由于人社部、 财政部
联合印发的 《企业年金办法》 将
于2月1日起施行， 企业年金成了
热门话题； 由于这笔钱意味着退休
后可以拿到 “双薪”， 提高生活水
平， 令许多人翘首以待， 更有人
计算出个人缴费若干， 数十年后
收益惊人； 还有许多人以为这是
一份国家规定的新增福利而欢呼
雀跃 ， 更有媒体称 ， 企业年金

“已成好企业新 ‘标配’” 云云。
然而且慢！ 这里有两个前提

需要弄清楚， 有一个问题要问明
白： 办成这件好事的现实可能性
究竟有多大？

首先 ， 企业年金是建立在
“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基础上”
的， 仅此一条， 至少目前还有许
多企业没有做到， 缴费不足或根
本未缴的现象屡见不鲜， 特别是
效益不好或连基本生产经营都在
维持的企业问题尤多， “基础”
尚不牢靠， 何论 “之上”？ 当许
多职工连基本保险都 “不保险”
时， 短期内要实现这个 “标配”，
难度可想而知， 几十年后的事情
更是没谱儿。

其次， 企业年金是自愿购买
的， “可由企业出资， 也可由企

业和职工按比例共同出资”。 要
企业掏钱， 而且是在缴纳基本养
老保险金之后， 不能不说是一种
负担， 势必增加成本， 没有点儿
实力的企业岂肯 “自愿”？ 对职
工而言， 倘若收入不高， 甚至勉
强养家糊口 ， 又何来这笔 “自
愿” 的额外钱？ 即使收入较高的
职工自愿投入， 前提还是企业肯
掏银子， 可见实现这个 “标配”
的谈何容易。

企业年金不是国家规定的福
利， 不是每个职工都能够享受到
的， 这点必须对职工讲清楚。 某
些媒体用大字标示企业年金如何
美妙， 却有意无意地将 “自愿购
买， 非强制性” 隐含在文内， 不
免有误导读者之嫌。 而且， 企业
年 金 也 并 非 新 鲜 事 物 ， 12年

前 ， ,当时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批准的第一份企业年金计 划 落
户 在 联 想 集 团 ， 其 实 力 尽 人
皆 知 ， 可 见 起 点 之 高 ， 实 施
不 易 。 至 于 以 个 人 与 企 业 月
缴 若 干 ， 测算出退休时 “可以
多拿几十万元”， 是以企业加倍
缴纳， 个人月收入不低于6000元
为前提的。 试问当今中国有多少
企业肯花这笔钱？ 有多少职工月
收入能达到这个水平 ？ 如此测
算， 没有实际意义。

现实且可靠的数据是， 人社
部统计， 截至2016年底， 全国建
立企业年金的单位7.6万户 ， 占
全国企业总数 1462万户的 5‰ ；
参加职工2325万人， 不足全国职
工总数3.91亿的6%。 如果排除垄
断行业、 财政补贴等无代表性、

无可比性的因素， 考虑到全国八
成以上职工在非公单位的现实，
企业年金这个 “标配” 恐怕还是
个可望不可即的 “画饼”。 更重
要的是 ， 若有钱的企业都 “年
金” 了， 没钱的企业连 “基本 ”
都不保， 差距会越拉越大， 这是
一个不能不重视的问题。

企业年金是养老保 险 的 补
充 ，是国家鼓励企业为职工提
供稳定的社会保障的好事 ，但
没 有 强 制 要 求 ， 不 是 法 定 福
利 ，因 此 需 要 理 性 看 待 ，力 争
把好事办好 。 此事可以宣传，但
不宜过度渲染，更不能“吊胃口”。
从实际出发，从多数职工考虑，眼
下更重要的还是尽快尽力把法
定 的 、 强 制 性 的 基 本 养 老 保
险完善起来为好。

戴先任： 文化部近期指导北
京、 天津、 安徽、 湖南等地文化
执法部门查办宣扬色情、 赌博、
违背社会公德等禁止内容类网络
游戏案件20件。 网络游戏也不能
“游戏” 网络， 也要被纳入法治
正轨， 网络游戏背后的游戏企业
及运行平台也要具有社会责任，
而不能以 “游戏” 态度挑衅法治
底线。

网络游戏也要
纳入法治正轨

企业年金是养老保险的补
充， 是国家鼓励企业为职工提
供稳定的社会保障的好事， 但
没有强制要求 ， 不是法定福
利， 因此需要理性看待， 力争
把好事办好。

■长话短说

伊一芳： 共违章178次，被记
614分、合计罚款18000元，还逾期
一年多未年审。经过“天眼”系统，
淮安市交警一大队民警查获一个
“ 违 章 大 王 ”， 车 牌 号 为 苏
HFY645， 车主不但要交罚款，如
果他还想有驾驶证， 就必须重新
参加理论学习。在交警查获“违章
大王”后，车主必将面临严厉的处
罚。然而，对“违章大王”不能止于
事后处罚， 因为事后处罚只是被
动的行为，如何化被动为主动，找
准症结，真抓实管，从管理创新、
技术防范等方面下功夫， 才是杜
绝“违章大王”的关键。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养生盐”不养生

□张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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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抓一线工人技能培训 应成企业“重头戏”

■每日观点

■世象漫说

胡振球是上海神舟汽车节能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获
得过上海市十大工人发明家、 全
国劳动模范、 首批上海工匠等荣
誉称号。 今年上海两会， 胡振球
委员关注的话题是青年务工人员
技能培训问题， 他说： “许多一
线技术工人培训等不起。” （1月
23日 《解放日报》）

毋庸讳言， 企业的效率主要
来自一线工人， 而一线工人的劳
动技能究竟如何， 往往决定着企
业的兴衰成败。 因此， 胡振球委
员所说的 “许多一线技术工人培
训等不起”， 可谓抓住了企业长
足发展中的 “牛鼻子” 问题， 且

一针见血。
的确， 技能人才既是企业人

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是企
业发展的重要助推器 。 遗憾的
是， 虽说在一个重视科学技术、
竞争激烈的时代， 而且许多一线
工人也希望通过培训提高技能，
但在一些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
并没有相应的人才鼓励措施， 一
些工人想考技能证书， 可每周要
耽误几天去培训， 持续几个月影
响了薪酬， 想想就放弃了。

其实不然， 这种不重视一线
工人技能培训的做法， 是不明智
的短视之举。 道理很简单， 只有
技能学到手了， 学历提升了， 广

大工人才能更好地投入一线进行
发明创造 ， 发现问题 、 解决问
题 ， 更好地传承工匠精神 。 否
则， 一线工人技能的缺失， 无论
对于企业或一线工人而言， 都是
“双输” 之举。

一言以蔽之， 市场的竞争归
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 企业要在
竞争中永立于不败之地， 就得想
方设法 ，在营造 “比 、学 、赶 、超 、
帮”氛围的同时，更要把狠抓一线
工人技能培训、 提升一线工人技
能水平和综合素质当作 “重头
戏” 来抓， 并以此打造更多的大
国工匠。 但愿这一务实举措， 能
成为企业的共识。 □和法堡

记者在走访南宁市场过程中发现,不少高价食盐
都添加了许多微量元素 ,如主打补血养颜的红枣盐、
枸杞盐等。 这些主打养生的食盐对于人体健康真的
有帮助吗？ 有专家指出,高价食盐和普通食盐其实没
差别,靠食盐来进行养生既不靠谱也不合理， 盐吃多
了还会对身体产生不良影响。 （1月24日 《检察日
报》） □赵顺清

“旅行过年”或成新年俗 “带薪陪床”
关键要落到实处

对于“违章大王”
不能止于事后处罚

企业年金需理性考量力争办好

2月1日， 2018年春运将拉开
帷幕。 打拼了一年， 大家就要陆
续踏上返乡的行程。 现在， 节前
热门方向的火车票基本售罄， 仅
剩个别车次还有无座票。 如果你
还没有买到火车票， 要抓紧时间
买汽车票或机票了， 否则可能真
要 “留守” 宁波了。 春节期间，
宁波增开了很多旅游航线， 带上
父母来一个 “旅行过年”， 也是
一种不错的选择 。 （ 1月 23日
《现代金报》）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 “旅行
过年” 的出现显然是一种消费升
级的结果。 选择在春节期间外出
旅行的游客， 选择的旅行线路也

比较集中， 就以国内旅游线路为
例， “一南一北” 是显著特征。
往南去到海南 、 广西 、 云南等
地， 可以过一个温暖的新年； 而
往北则是大雪纷飞的东北地区，
可以观赏雪景 ， 感受北方的年
味。 而冬天是传统的旅游淡季，
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利用
春节假期出行， 这恰恰是消费升
级的体现。

而从文化传统、 民俗年俗的
角度来看， “旅行过年” 也不是
对传统文化和年俗民俗的一种背
叛， 反而可以被视为是一种 “新
年俗” 的形成。 年俗不是一成不
变的， 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

发展与变化的， 一些旧的年俗因
为不适应新的时代和社会需求而
日渐式微， 比如过年燃放烟花爆
竹， 还有些新的年俗则正在被公
众所接受， 比如过年的时候看央
视春晚， 就被称为一种新年俗。

那么， 照现在这样的趋势， “旅
行过年” 也有望成为一种新的年
俗而被更多人所接受。 最为关键
的是， 一家人在旅行的过程中，
同样可以享受到亲情， 可以实现
团圆的目的。 □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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