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不少借钱不还的被执行人口口声声哭穷， 却 “名
车豪宅全球飞”。 7月3日， 失信被执行人林某从新加
坡回国被抓捕，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干警
从他随身携带的物品中搜出了百万豪车的钥匙、 价值
40万元的手表、 名贵钱包和各类银行卡 、 支票……
（7月18日 《人民日报》） □王铎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一边高消费，一边哭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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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要把更多职工事交给工会办

■世象漫说

倾听职工呼声需要多渠道全方位沟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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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舌尖上的谣言”
要严惩更要科普

�工会要密切联系职工群
众， 倾听职工群众呼声， 畅
通与职工群众的沟通渠道是
必然要求， 而多渠道、 全方
位， 并且形成工作机制的沟
通， 是必要的保证。

□张刃

■每日观点

多为劳模工匠创新
“撑腰搭台”

何勇： 17日下午， 作为全国
食品安全周重要主题活动之一的
“食品安全谣言治理行动” 启动。
《2017年食品谣言治理报告》 同
时发布。 “报告” 显示， 微信已
经成了食品谣言主要的传播地，
而东部沿海城市食品谣言的传播
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对“舌尖上
的谣言”的造谣行为，必须依法严
惩。其次，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社
会组织和相关专家学者， 要强化
科普，给大众补上科普课。

乱贴“碰瓷”标签亟待法律亮剑

李雪： 在不少中老年人微信
朋友圈， 往往能看到转发的大量
所谓“科学研究表明”文章。开头都
“科普范儿”，然而不久就画风突变，
大肆推销某种药品或者医疗器
械。媒体调查发现，这些“伪科普”
式虚假医疗广告， 大多集中于两性
疾病、健康养生等领域。打击“伪
科普”需要“真科普”有力还击。“伪
科普”之所以能够兴风作浪，恰恰证
明了“真科普”宝贵稀缺。因此，相
关部门应注重科普宣教， 为公众
配备上“伪科普”防身武器。

“伪科普”广告泛滥
需要“真科普”还击

工会要密切联系职工群众 ，
倾听职工群众呼声， 是每个工会
工作者都知道的基本职业要求。
但是， 如何联系， 怎样倾听， 却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驾轻就熟的，
这 其 中 大 有 “学 问 ” 。 近 日 ，
《工人日报》 报道了深圳住友公
司工会建立多渠道沟通机制， 全
方位倾听员工呼声的做法， 能够

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群众

组织， 工会工作自然应该符合职
工群众意愿 ， 解决职工群众需
求。 这些意愿和需求， 大多会通
过不同场合、 不同途径的意见、
建议等呼声反映出来， 因此， 注
重倾听职工群众呼声成为工会联
系职工群众， 确定工作任务的重
要工作方法。

深圳住友公司工会的做法之
所以成为新闻，自有其独到之处。

首先是制度化。 工会组织收
集、 听取职工意见、 建议的方式
方法不少， 但形成制度， 规范征
集的不多。 在住友公司， 每周三
举办茶话会， 周五组织员工圆桌
午餐会 ； 每月召开工会委员会

议， 每两个月召开工会会员代表
大会。 就是说， 每周、 每月都有
固定的员工参加的会议， 这在以
往所知的经验中并不多见， 特别
是每两个月召开一次工会会员代
表大会， 形式的密集体现了倾听
的诚意。 有了这么多沟通渠道，
并且形成制度固定下来， 就有了
章程， 有了约束力， 从而保证了
倾听职工群众呼声的落实。 从收
集员工意见到帮助员工解决问
题， 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工作机
制， 工会自然会成为让员工感到
贴心的 “娘家”。

其次是全方位。 倾听呼声 ，
解决问题， 由于不同的场合、 途
径以及不同的诉说和听取对象 ，
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 在住友公

司， 参加茶话会， 员工可以向工
会干部反映问题、 倾诉心事； 参
加午餐会， 员工能够直接与公司
高层对话交流； 工会委员会议讨
论和确定会员代表大会议题；工
会负责人在会员代表大会上就热
点问题作出答复， 并在后期对表
决结果予以公示。此外，员工还可
以随时向工会小组长、 生产班组
长反映问题。 多渠道提供了全方
位，职工群众有了意见、建议或困
难， 自然愿意找工会倾诉， 工会
才确实成了职工群众的 “娘家”。

第三是见行动。 倾听职工群
众呼声， 不是听听而已， 而是要
转化为工会工作任务 ， 行动起
来， 给予回复或满足。 不过， 满
足职工群众需求并非开始就有先

见之明， 需要不断摸索。 譬如，
住友工会起初自上而下组织的活
动， 由于不对 “口味”， 员工参
与积极性不高， 而且有意见。 显
然 ， 这与倾听职工需求不够有
关。 后来改为自下而上， 由员工
提出活动项目， 以工会小组为单
位申报， 工会审批后拨付活动经
费。 这样， 员工对工会活动的参
与度和满意度都大大提升了。 倾
听意见， 付诸行动， 摸索改进，
逐步形成有效的经验， 是做好工
会工作的必由之路。

工会要密切联系职工群众 ，
倾听职工群众呼声， 畅通与职工
群众的沟通渠道是必然要求， 而
多渠道、 全方位， 并且形成工作
机制的沟通， 是必要的保证。

“我们真的没有碰瓷，不知道
那些人为什么要这么说？ ”刘德科
还没从“碰瓷”的舆论漩涡中彻底
走出来。 6月8日，69岁的刘德科被
一名小伙子推着电动自行车剐撞
在地， 却被人群围堵称他对高考
生“碰瓷”。事后证明，小伙子非考
生，并向警方承认自己撞了老人。
（7月18日《成都商报》）

年近70的刘德科老人被电动
自行车剐撞在地， 非但没有得到
围观者的同情援手， 反而被人们
诬为 “碰瓷高手”， 这无疑是对
被撞老人的二度伤害。 如此扭曲
真相的冤假错案岂不有违法治社
会的清朗？ 更令人不解的是， 即
便当地交警做出了 “撞人者负全

责” 的交通责任事故认定， 造谣
者仍不放过对老人诋毁与攻击。

一起再普通不过的交通事
故， 缘何会被演绎成一场由莫须
有 “碰瓷 ” 谣言引发的舆论风
波， 以至于连交警部门的事故认
定书都难灭流言的任性泛滥？ 究
其原因， 固然有许多巧合和臆想
的成分。 比如发生剐碰事件的时
间刚好处于高考第二天， 而肇事
者 “20来岁”、 “学生模样” 的
打扮， 很容易会被人猜测为 “高
考生”， 再加上肇事者是在 “推
着 ” 电动自行车行走 ， 这就让
“剐撞” 几率降低， “碰瓷” 的
可能性增大。 这显然是一种依照
自己惯性思维而臆测出的事件逻

辑。 而事实真相则是因肇事者推
车时的操作失误所致， 肇事者也
因此对被撞老人赔付2700元。 这
无疑是在提醒人们， 真相只有一
个，看问题莫要罔顾事实，仅凭老
经验和主观想象作判断。

交通肇事者理当依法赔偿 ，

无端造谣者也不能一“销”了之。
根据《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
的相关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
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权
利人有权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
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张玉胜

“在新时代为工会赋能，不仅
要赋予工会组织资金之能、 人才
之能， 更要赋予工会全面深化改
革，提升创新加速度的‘潜’能。”
福州市委常委、 鼓楼区委书记薛
侃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
说， 要赋予工会组织永葆劳动情
怀、恪守奋斗品格的“热”能，坚守
工会本色、躬身服务职工的“效”
能和坚持政治引领、 不忘使命担
当的“本”能，进一步激活并发挥
工会组织作用， 团结动员广大职
工共建共享首善之区、幸福之城。
（7月19日《工人日报》）

近年来，福州市鼓楼区委、区

政府把更多的资源和手段赋予工
会组织，对职工“好声音”照单全
收， 向工会派发“任务清单” 。福州
鼓楼区总工会用实用好这些资源
和手段，让职工享受到了真实惠。

福州鼓楼区委、 区政府把更
多职工事交给工会办， 这是党委
政府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和支持工
会工作， 是对工会组织的信任与
支持。 新时期， 工会维护职工合
法权益的职责更加重要， 切实维
护员工的合法权益， 从员工群众
最现实、 最关心和最直接的利益
出发， 履行自己的基本职责， 为
职工办实事做好事， 是工会的神

圣职责。
把更多职工事交给工会办也

是好声音。 工会应把办好更多职
工的事视为己任， 充分发挥工会
组织的应有作用。 工会是联系党
和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作为职工
利益的表达者 、 代表者和维护
者 ， 工会要把握形势变化的脉
搏， 抓住时效性的契机， 针对新
情况解决新问题， 整合资源和手
段就是党和政府及法律赋予的，
工会工作的各类资源进行合理开
发、 充分利用， 对手段进行优化
改进、 用好用活， 达到工会工作
整体效益的最大化。 □左崇年

近日， 河北省秦皇岛市政
府下发 《关于进一步深化劳模
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活动的
意见》， 要求各县区、 开发区、
市政府有关部门结合自身实
际， 抓好贯彻落实， 为劳模工
匠创新 “撑腰搭台”。 这是该
市第一份以市政府名义下发的
支持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
室创建活动的文件。 （7月18
日 《工人日报》）

当科技创新日新月异， 无
论是 “中国制造” 向 “中国创
造” 的跨越， 还是建设创新型
国家， 都更迫切地呼唤着技术
创新的引领。 另一方面， 大部
分企业的技术创新， 已经难以
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 许多企
业的技术含量， 已经难以适应
当下生产和服务精细化程度越
来越高的要求， 在这样的背景
下， 让劳模和工匠进一步发挥
自己的创新优势， 有助于加快
传统技艺和先进技能的突破、
传授和培养， 推动企业的技术
进步和可持续发展。

实际上， 秦皇岛市成立劳
模工匠工作室， 已经极大地起
到了对技术创新的引领作用，
比如在这些工作室的带动下，
小发明、 小创造、 小革新、 小
设计、 小建议 “五小” 活动蓬
勃开展， 超过40万名职工参与
技术创新活动， 5年来累计产
生创新成果3500多项， 征集合
理化建议6万多条， 创效近10
亿元。 这表明， 在技术创新的
领域， 广大职工同样有着巨大
的潜能， 不仅可以推动创新发
展， 也通过技术创新活动让自
己实现价值、 超越平凡。

现在， 为进一步加大劳模
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创建工
作力度， 秦皇岛市首次以市政
府名义下发文件， 为劳模工匠
创新 “撑腰搭台”， 进一步把
创新工作室打造成技术引领的
“方向标”、 技术创新的 “孵化
器 ”、 成果转化的 “中转站 ”
和职工素质提升的 “聚能环”，
若此， 创新工作室将在技术进
步的每一个环节中， 都起到举
足轻重的作用。 显然， 如此为
劳模工匠创新 “撑腰搭台 ”，
值得各地借鉴推广。 □钱夙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