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话直说

“外公家的茶叶滞销了， 可以帮忙买一点吗？” 被
陌生 “美女” 加好友一周后， 田天 （化名） 收到了请
他买茶叶的消息。 正准备为 “朋友” 慷慨解囊之际，
一次网上搜索让他突然意识到， 原来自己也遭遇了典
型的 “卖茶叶” 骗局。 最近几年， 不少犯罪团伙借口
家人卖茶叶行骗， 套路基本相似： 加好友、 辞职回
家、 外公生病、 卖茶叶筹款…… (7月17日 《北京青
年报》） □王铎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卖茶叶”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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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企业誓师大会“喝鸡血”实在太荒唐

■世象漫说

谨防不定时工作制成侵权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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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选择支付方式的权利
交给消费者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容
侵犯， 用人单位靠不定时工
作制当作不付加班费的 “挡
箭牌”，这终归是自作聪明的
短视之举。

□杨李喆

■每日观点

借道小区路
收费该不该？

张连洲： 手机成了 “钱包”，
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享受移动支付
带来的便捷， 但一些商家拒收现
金， 却让部分消费者叫苦不迭。
央行近日表示将整治拒收现金行
为， 银行业金融机构、 非银行支
付机构不得要求或者诱导其他单
位和个人拒收或者采取歧视性措
施排斥现金。 商家拒收现金， 是
一种违法行为。 应将选择支付方
式的权利， 交给消费者。 目前我
国并非是 “无现金社会”， 就应
该严格遵守相关法规。

手写录取通知书彰显传统文化情怀

李雪： 暑假来临， “手机争
夺战” “网络保卫战” “游戏狙
击战” 在不少家庭上演。 父母责
怪孩子沉迷网络、 孩子埋怨父母
跟不上时代……信息时代的发
展， 正在对传统亲子关系产生影
响 ， 亲子间 “数字代沟 ” 的形
成， 呼唤家庭教育新方法和新理
念。 亲子间 “数字代沟” 看似是
家庭之事， 其实也是社会大事。
减少亲子间 “数字代沟”， 需要
全社会共同努力化解。

“数字代沟”
需要合力化解

张国富是辽宁大连某医疗器
械公司的销售员， 劳动合同内约
定岗位为 “不定时工作制 ”。 为
跑业务， 他经常加班， 最多一天
工作过16个小时， 但从未拿过加
班费。 去年2月离职时， 他找公
司讨要加班费遭拒 ， 遂申请仲
裁。 仲裁庭的裁决依据是 《工资

支付暂行规定》， 实行不定时制
度的劳动者， 不执行延长工作时
间的支付标准。 （7月17日 《工
人日报》）

据了解， 不定时工作制， 也
叫无定时工时制， 它没有固定工
作时间的限制， 是针对因生产特
点 、 工作性质特殊需要或 职 责
范 围 的 关 系 ， 需 要 连 续 上 班
或 难 以 按 时 上 下 班 ， 无 法 适
用 标 准 工 作 时 间 或 需 要 机 动
作 业 的 职 工 而 采 用 的 一 种 工
作时间制度 ， 是中国现行的基
本工作时间制度之一， 是作为标
准工时制的有益补充。

首先来看， 不定时工作制有

着法律支撑。 比如， 根据劳动法
第 39条 规 定 ， 企 业 因 生 产 特
点 不 能实行标准工时制度 的 ，
经 劳 动 行 政 部 门 批 准 ， 可 以
实 行 其 他 工 作 和 休 息 办 法 。
1995年实行的 《关于企业实行
不 定 时 工 作 制 和 综 合 计 算 工
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 》 ， 规定
企 业 因 生产特点可以实行不定
时工作制。

但是， 即便国家法律支持用
人单位实行不定时工作制 ， 但
不 意 味 着 可 以 滥 用 。 因 为 ，
不 定 时 工 作 制 只 有 在 合 法 、
合 规 的 轨 道 上 运 行 ， 才 能 体
现 其 有 益 性 、 积 极 性 ， 才 能

有 助 于 企 业 生 产 和 事 业 的 发
展 。 反 之 ， 无 视 职 工 权 益 ，
甚 至 想 通 过 不 定 时 工 作 制 与
职工 “争利 ” ， 只能会成为影
响 劳 动 关 系 和 谐 稳 定的隐患 ，
甚至于阻碍事业发展的绊脚石。

以不定时制涉及到的加班为
例 ， 一则 ， 目前的法律规定来
看， 并没有规定不定时工作制的
加班情形； 二则， 相关部门审查
不严； 三则， 劳动者的法律意识
不足。 也就会纵容一些企业滥用
该制 度 ， 并 且 不 付 职 工 加 班
费 ， 从 而让劳动者很受伤 ， 且
有苦说不出。

不定时工作制须用得其所 ，

更须谨防其成为侵权道具 。 一
方 面 ， 相 关 部 门 应 严 把 审 批
关 ， 并 加 强 劳 动 用 工 监 管 ，
以防范不定时工作制被滥用 ，
同 时 ， 对 不 法 用 工 行 为 须 及
时给予依法处置 ； 另一方面 ，
诚 如 相 关 人 士 建 言 ， 也 要 杜
绝 “将 不 定 时 工 作 制 作 为 企
业降本手段 ” ； 再者 ， 各级工
会 也 应 充 分 发 挥 作用 ， 比如 ，
在不定时工作制申请环节中引入
集体协商等。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容侵
犯， 用人单位靠不定时工作制当
作不付加班费的 “挡箭牌”， 这
终归是自作聪明的短视之举。

7月16日上午 ， 陕西师范大
学毛笔手写录取通知书在陕西师
范大学雁塔校区正式开笔， 10余
位老教授将用一周时间手写4500
余份新生录取通知书。 其中参与
书写的老教授， 年龄最大的已有
85岁高龄。 这份由老教授亲手书
写的通知书 ， 被广大网友誉为
“最 值 得 珍 藏 的 录 取 通 知 书 ”
“最好的开学第一课”， 也让7月
的夏日更富诗意 。 （ 7月 17日
《光明日报》）

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 计
算机技术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
电脑的普及日益影响着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 就文字编辑处理的
强大功能而言， 都是传统的毛笔
字所无法企及的。 比如， 用电脑

打印， 4500多份录取通知书， 可
能仅需几小时便可以完成； 但由
10余名退休教授用毛笔字填写 ，
工作效率再高 ， 也需要十天半
月。

然而， 社会越发展， 世界越
进步， 传统的民族文化越发显得
弥足珍贵。 毛笔字， 不仅仅是一
种文字形式， 而是一种优秀的传
统文化。 电脑时代， 毛笔字不是
要不要学的问题， 而是如何学，
如何将中华书法艺术充分发掘使
其发扬光大 。 让学生学写毛笔
字， 提倡写毛笔字， 不仅是当代
人的责任， 更是世世代代中国人
永恒的责任。

手写录取通知书， 彰显传统
文化情怀。 现在这个时代， 怎样

看待写字、 怎样使孩子不要忘了
写字 ， 这是一个平衡和兼 顾 的
问 题 。 教 育 部 门 应 努 力 通 过
教 育 来 传 承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
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 事实上 ，
早在 2011年 2月 ， 教育部便公
布 了 义 务 教 育 阶 段 语 文 科 目

新课标 ， 对三年级到九年级的
学生提出了学习毛笔书法的明确
要求， 并已于2012年秋季开始执
行。 可以预料， 这些举措的有效
实施， 必将有利于这一中华传统
国粹发扬光大。

□张西流

7月16日，有微博财经博主发
布两张照片， 显示碧桂园漳州御
江府开誓师大会并集体“喝鸡血”
打气。碧桂园横幅下面写着口号：
15天冲刺4000万，全力以赴，使命
必达。 记者致电碧桂园漳州御江
府楼盘询问此事， 销售人员黄晓
林回应称，这是为员工加油打气，
没有喝鸡血， 每个集团公司要完
成业绩目标开一个誓师大会，只
是一个形式而已。“喝鸡血的话，
太不人性化了，而且有寄生虫，不
可能喝的。”（7月17日 《南方都市
报》）

企业要给员工打气， 这无可

厚非，但让员工“喝鸡血”打气，就
太荒唐了，虽然这次没有“真喝”，
也成为了一场闹剧和笑话， 给企
业带来的是负面影响， 反而得不
偿失的。

企业品牌获得消费者的认可
是由多种元素构成的。企业文化、
企业的产品质量、 企业的声誉以
及企业的公益等等，像让员工“喝
鸡血”，不仅不卫生，更是与公序
良俗相违背。 别小看企业给员工
打气这件事， 这虽然是企业内部
的事， 但却同样反映出企业的品
质， 折射出企业的“灵魂”。一家
有着人性化的企业， 一家为员工

着想的企业，是不可能让员工“喝
鸡血”的，自然，面对企业要求“喝
鸡血”，有的员工虽然反胃 ，有的
员工虽然不敢不喝， 但却是极其
不舒服的， 从内心深处也会对企
业产生排斥，一旦遇到机会，可能
就永远远离了企业， 员工在这样
“喝鸡血”的企业中上班，又如何
能够有认同感呢？

企业的文化要有品味， 企业
的活动要体现人性化， 激励员工
的方式要有科学性和合理性，任
何让员工觉得为难， 容易引起民
众感到不适合的活动形式都是应
该摒弃的。 □王军荣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
们已经步入 “汽车社会”。 随
之而来的交通拥堵， “车满为
患”， 又成了许多城市共同的
“痛点”。 尽管市政道路一再拓
展， 仍然赶不上汽车保有量增
加的速度。 当许多汽车 “无路
可走” 的时候， 有些人就打起
了住宅小区内多门通道的主
意。 借道穿行， 成为不少有车
一族的 “捷径” 之选。

穿行避免了绕道， 方便了
借道者， 却给小区业主增添了
诸多不便———外来车辆多了，
赶上高峰期， 业主的车都很难
进来 ， 而且还可能由 于 车 多
给在小区内活动的业主带来
危险。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武汉
某小区业主委员会的一纸规
定， 给出了一个可供借鉴的答
案———该小区南北两个门口以
及小区业主委员会的告示牌公
告： “同门进出车辆30分钟内
免费； 禁止外来车辆穿行， 穿
行车辆半小时内收取穿行费5
元/次……公务 、 执勤 、 救护
车免费。”

这笔钱该不该收？ 或者说
是否合理合法？

据该小区业委会负责人介
绍， 他们也曾通过多种办法试
图遏制借道现象 ， 但收效甚
微。 经考察其他小区做法， 并
咨询有关部门 ， 又通 过 多 种
途 径 征 得 大 多 数 业 主 赞 成
后 ， 业 委 会 做 出 了 收 费 规
定 ， 并授权物业收取 。 从程
序看， 合理。

又据当地物价以及房管部
门表示， 小区内的道路归全体
业主所有， 不属于社会公共道
路。 “穿行收费” 与小区停车
费不同， 后者怎么 收 有 明 确
规定 ， 而前者则没有明文禁
止 ， 业主委员会制定 方 案 并
征得法定业主数同意后 ， 收
取穿行费， 同时按照规定明码
实价予以公示即可 。 从规则
讲， 合法。

既然合理合法， 借道收费
无可争议， 此举不仅为解决随
意穿行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
方案， 而且尊重和保护了小区
法定业主的物权， 其法治意义
更值得关注。

□一刀 （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