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夙伟： 上海近日推出养老
新服务———设立首批社区 “养老
顾问”， 全市共试点68家， 主要
为老年人提供养老相关信息、 资
源和建议。 位于上海静安区一个
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的 “养老
顾问” 试点刚启用， 就迎来 “银
发一族” 排队咨询。 “养老” 涉
及方方面面， 比如养老政策， 比
如养生保健， 怎样 “养老”， 有
着很强的专业性 、 科学性 。 可
见， “养老顾问” 广泛推行是十
分必要的。

“养老顾问”
值得推广

说工会应主动构建工作大
格局 ， 意思是指工会主动出
击， 有所作为， 不能总是被动
地 “配合”； 说格局之大 ， 意
思是要把工会的相关工作与上
至党委、 政府、 人大 、 政协 ，
下至社会团体 、 企业 、 社区 、
村镇， 都适当地挂起钩来； 大
而成为格局， 意思是使主次分
明， 工作有序， 衔接紧密。

■长话短说

�伊一芳 ： 草长莺飞 “四月
天”，谣言不肯歇一歇，“马桶放洁
厕块会致癌”？“美国游客买票要
加关税”？“吃活蝌蚪能治病”？“公
交成为失联儿童安全守护点”？人
民网“求真”栏目盘点了4月出现
的谣言发现，4月，“旧谣新传”现
象频繁。无论是新谣言，还是“旧
谣新传”，都是对社会秩序的公然
戕害。要想治理这些乱象，关键要
加大打击力度。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天价茶

□张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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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提高技工待遇就得多来“干货”

■每日观点

■世象漫说

“牛栏坑肉桂” 茶2.9万元一斤、 西湖龙井明前茶2
万元一斤、 普洱老茶4万元一饼， 甚至连一些名不见
经传的小众茶叶也能卖到数万元一斤……近年来， 茶
叶市场上频现 “天价” 茶， 以致专业茶友和普通消费
者围绕 “天价茶” 究竟是物有所值还是过度炒作的讨
论从未停止。 （5月2日 《工人日报》） □赵顺清

治理“老年代步车”刻不容缓 用制度建设
让农民工融入城市

工会应主动构建工作大格局

近日， 广东省人社厅会同省
综治办、 省高院、 省司法厅、 省
财政厅、 省总工会、 省工商联、
省企联 /省企业家协会等8个部
门， 联合出台实施意见， 推动构
建多主体、 多方式、 多层次， 相
互协调、 有序衔接的劳动争议多

元处理格局。
广东为什么要构建这样一个

多元格局？因为处理多样、频发的
劳动争议需要畅通多元渠道，实
现多方联动，优化调裁诉衔接。在
这个格局中， 尽管工会只是组成
部门之一， 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由此想到，工会组织也应该主
动构建自己的工作大格局。

毋庸讳言， 在许多场合、 许
多工作中， 工会往往担当协作、
配合的角色， 与党政机关 “平起
平坐” 都不易， 更难唱 “主角”。
即使是工会主管、 主办的工作，
也多是 “软任务”， 少有 “硬指
标”。 因而有人错误认为， 工会
工作不过是 “跑龙套”。 但事实
上， 工会工作独有的重要作用，
却不是 “龙套” 所能够承担的。

譬如 ， 在为职工维权问题

上， 工会责无旁贷要 “唱主角”，
但如果舆论上只有工会不遗余力
地摇旗呐喊， 实践中只有工会尽
心竭力地为职工权益奔走， 那就
如同舞台上的 “独角戏” ———一
个演员用尽浑身解数， 即便是唱
念做打俱佳， 也比不得生旦净末
一齐登台来得威武 、 叫座 。 当
然， 维权不是 “做戏”， 更非追
求 “票房”， 但维权需要 “大合
唱”， 需要方方面面的合作、 支
持， 却是不容置疑的。

有人认为 ， 工会唱 “独角
戏 ” 可能是 “独立自主开展工
作 ” 造成的 。 这种认识不是糊
涂， 就是曲解。 工会独立自主开
展工作的前提是依法 ， 而不是
“擅自闹独立 ”， 更不是你干你
的， 我干我的， 各吹各的号， 各
唱各的调， 相互掣肘， 甚至彼此

对立。 工会组织的性质、 职能，
工会工作的广泛群众性， 决定了
工会不能演 “独角戏”； 工会以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己任， 不等
于说工会就能够 “包打天下 ”。
如同国家改革建设、 企业经营管
理需要动员全国人民、 全体职工
同心同德奋斗一样， 维权事关大
局， 同样需要党、 政、 工乃至全
社会戮力同心。

说工会应主动构建工作大格
局， 意思是指工会主动出击， 有
所作为 ， 不能总是被动地 “配
合”； 说格局之大， 意思是要把
工会的相关工作与上至党委、 政
府 、 人大 、 政协 ， 下至社会团
体、 企业、 社区、 村镇， 都适当
地挂起钩来； 大而成为格局， 意
思是使主次分明， 工作有序， 衔
接紧密。 工会在这个格局中选准

定位， 充分调动社会资源， 借力
发挥， 更有效地推进工作， 无疑
会打开新的局面。

构建工作大格局， 工会不仅
没有因此失去独立自主开展工作
的地位 ， 反而避免了唱 “独角
戏” 的尴尬。 舞台上的 “独角”
固然突出， 但难有大作为， 况且
不好演。 而大格局中的各方为了
完成共同的任务， 相互依托， 联
手协作， 工会成为 “大合唱” 的
一员 ， 再不是 “跑龙套 ” 的角
色， 显然会开拓新的工作思路。

从另一个角度看， 大格局中
的其他各方， 在许多工作中同样
需要工会的支持， 需要借助工会
的力量 。 这种相互的需要与借
助 ， 正是形成大格局 、 “大合
唱” 的基础。 工作大格局是工会
的现实选择。

为提高高技能人才待遇水
平， 鼓励技术工人创业创新， 畅
通技术工人成长成才通道， 杭州
市总工会日前出台 《关于提高杭
州市技术工人待遇的实施办法
（试行）》。 据了解， 该 《实施办
法》 从畅通技术工人成长成才通
道、 搭建技术工人创新平台、 提
高技术工人的待遇水平等方面着
力提高全市技术工人待遇 。 (5
月2日 《工人日报》)

如今， 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已经日益受到来自各级政府及用
人单位的高度重视， 优秀者不光
在薪酬、 福利等方面的待遇大幅
提高， 还会在成长成才、 创新创

业等方面获得更多的平台与机
会。 杭州市总工会在提升技能人
才待遇方面可谓更进一步。 除通
过大量举办技能竞赛方式来选拔
人才以外， 还通过在乡镇街道工
会组织中挂兼职方式来进一步提
高他们的身份地位， 并通过报销
优秀外来务工人员上大学学费的
90%这一手段， 进一步畅通了高
技能人才的成长成才通道。 可谓
实实在在， 尽是 “干货”。

靠平台吸纳人才， 靠待遇留
住人才， 是许多地方政府和用工
单位普遍采用的方法和手段， 但
真正的效果如何却取决于谁给人
才开出的条件更加真实、 优越，

承诺并且兑现的待遇更加实在、
优厚。 这就是为什么各地都有自
己的一套引才 、 育才 、 留才办
法， 但所收到的实际效果却差异
很大的一个主要原因。

提升技工待遇缺少了 “干
货”， 便缺少了应有的诚意， 就
会伤了人才的心， 凉了人才的积
极性， 久之， 人才便会像走马灯
一样流经此地， 再流向他方。 反
之， 像杭州市总工会这样， 不光
给人才成长搭建平台， 甚至还给
报销优秀务工人员上大学学费的
却显然充满了诚意， 装满了 “干
货”， 各类优秀的高技能人才也
必然会纷至沓来。 □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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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 ， 家住湖南省长沙
市宁乡道林镇的一位88岁老人因
思乡心切， 带着9岁的孙子开时
速为15公里的老年代步车上了高
速公路。 由于不熟悉高速公路通
行规则， 老人在高速公路互通很
快迷了路， 并在岳临高速和沪昆
高速之间逆行、变道，往返来回近
3小时。 （5月3日 《法制日报》）

价格便宜、 没有任何证照手
续的 “老年代步车”， 在城乡道
路、 大街小巷上横冲直闯， 这已
经成为不少城市的一种普遍现
象。 很多小学一到放学时间点，
大量的 “老年代步车” 停放在学
校门口。 “老年代步车” 乱象，

已经成为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
的巨大隐患。 比如， 绵阳交警直
属一大队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
在2015年， 涉及 “老年代步车 ”
的交通事故达到了268起， 其中
超过四成由 “老年代步车” 驾驶
员负全责。

可见， 横行街头的 “老年代
步车” 已经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
步， 治理 “老年代步车” 乱象刻
不容缓。 但从目前大众对 “老年
代步车” 的需求角度来说， 关键
是要规范、 严格监管 “老年代步
车” 的生产、 销售和上路。

首先， 完善法律法规， 以法
律法规形式对 “老年代步车” 进

行明确、 准确的法律定位， 这是
规范管理 “老年代步车” 的前提
条件， 也是治理 “老年代步车 ”
乱象的根本之路。 其次， 从顶层
设计上， 制定严格的、 高标准的

“老年代步车” 的质量标准、 国
家标准 ， 确保在市场上销售的
“老年代步车” 都是符合标准的
车辆、 安全的车辆， 保障安全的
“老年代步车” 上路。 □何勇

刚刚过去的 “五一” 劳动
节， 数以亿计的 农 民 工 再 次
唤起人们关注 。 国家统计局
近日发布的 《2017年农民工
监测调查报告 》 提醒我们 ，
如 何 保 障 并 增 进 农 民 工 的
福 祉 ， 如 何 实 现 他 们 对 美
好生活的 向 往 ， 是必须答好
的时代命题。 （5月3日 《人民
日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农民
工作为一种人力资源， 来到城
市从事二三产业， 完成了职业
转换。 可以说， 在城市的繁荣
发展过程中， 农民工付出了身
心两方面的巨大牺牲， 已成为
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
力量。

相关数据显示 ， 这些年 ，
我国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数量
已高达1.7亿 。 农民工尤其是
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均收入， 已
是 “相当可观”。 与以前大都
是打拼在城市， 生活消费在家
乡的农民工不同， 如今更多的
新生代农民工 ， 是打拼在城
市， 生活消费也在城市， 所以
他们更希望融入城市， 过上城
里人的生活。 然而， 他们却无
法 在 城 市 找 到 稳 定 的 归 属
感 ， “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
去的农村 ” ， 成为了摆在 新
生 代 农 民工面前一道艰难的
抉择。

在让劳动者生活得更有尊
严的社会里 ， 农民工的 “前
途”， 其实比 “钱景” 更重要。
农民工的现实待遇和权利保障
如何， 考验着一个社会的治理
水平。 我们除了要为农民工提
供合理的薪酬待遇 、 良 好 的
用工环境和发展空间外 ， 还
要重视农民工的诉求 。 用更
完善的制度建设对农民工的
住房保障 、 教育等各类资源
进行公平分配 。 用更具包容
性的人文氛围 ， 为他们营造
更高的社会认同感和劳动的
尊严 ， 这样他们融入城市的
路才能越 走 越顺畅 ， 也才能
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持
续、 稳定的后劲。

□祝建波

防止“旧谣新传”
要加大打击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