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话直说

近日， 腾讯对 “微信二次实名认证” 一事进行回
应， 微信支付并未通过任何形式引导用户进行二次实
名认证， 希望用户不要轻信短信等渠道传播的二次实
名认证要求和链接， 谨防上当受骗。 “深圳公安发
布” 微信公众号称， 接到多地群众举报， 微信收到账
号名为 “支付安全认证” 发送的消息， 要求用户点开
其中的链接进行 “微信二次实名认证”， 否则将冻结
微信账号， 部分用户在点击链接之后， 发现这是一个
木马链接。 （8月5日 《法制日报》） □赵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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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出租房甲醛超标是对租客健康不负责

■世象漫说

绿豆汤要有，高温津贴也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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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公车持续在
阳光下“奔跑”

拖欠劳动者高温津贴，其
实质上就是变相侵犯劳动者
的合法权益。 人社、 安监、卫
生、 工会等部门当主动作为，
深入到企业中去监督执行高
温费落实 ， 除依法责令其改
正，更当给予严厉的惩戒。

□刘效仁

■每日观点

海外游学，悠着点地铁“钢琴楼梯”应完善管理措施

天歌： 外卖为吃货们解决了
很多时间和距离上的难题。 但是
还有人不满足： 想吃外地的特色
美食， 甚至还指定品牌， 就想吃
特定一家店的食物。 这些需求催
生了一项新的业务： 美食代购 。
卖家赶到店里 ， 将这些食物打
包 带 走 ， 再 快 递 给 下 单 的 买
家 。 但红火背后 ， 部分网店却
涉嫌超范围经营和无证经营 。
异地美食代购 ， 对消费者存在
食品安全和健康风险 ， 对异地
代 购 者 存在违法风险 ， 所以最
好不要轻易尝试。

异地代购美食
存在多重风险

近 日 全 国 多 地 持 续 高 温 ，
“高温津贴 ” 也成为热议话题 。
有网友反映， 部分企业存在拿西
瓜 、 绿豆汤替代高温津贴的情
况， 一些地方甚至有拖欠高温津
贴的问题。 记者调查发现， 虽然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发出高温劳动
者保护令， 让越来越多劳动者享

受到了高温津贴政策， 但高温津
贴发放不到位的情况依然存在。
专家建议， 政府部门要进一步
加大对企业的约束力度， 保障
相关规定的落实， 切实维护每个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8月3日新
华社）

“高温津贴” ,对于劳动者来
说， 不仅是一种福利， 更是应当
享有的劳动报酬权。 况且于情有
理， 于法也有据。 早在2012年 ，
国家四部委就联合印发了 《防暑
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规定》， 明确
劳动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
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
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
以下的， 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
津贴， 并纳入工资总额。

所喜的是 ， 今年江苏 、 浙
江、 江西相继调高了高温津贴标
准， 上涨到了每人每月300元或
不低于300元。 可高温补贴制度
并未得到有效落实。 有网友甚至
吐槽： “在外打工这么多年， 还
不知道 ‘高温津贴 ’ 是何物 。”
根据人社部今夏专项检查的数
据， 到7月下旬， 西安市检查各
类用人单位1142户， 涉及高温作
业劳动者3.05万人 ， 仍有11.5%
的劳动者未按时领到高温津贴。

无论尚不知道“高温津贴”为
何物，还是将高温津贴“熬成”绿
豆汤，都是对职工权利的侵犯。拖
欠劳动者高温津贴的现象之所以
屡禁不止，涉及到企业、劳动者和
政府执法多个方面。

一些单位特别是私企， 把高
温津贴当成了负担， 总想方设法
予以规避。 或者干脆拿西瓜、 绿
豆汤代替高温津贴。 既有节约经
营成本的考量， 也有对职工权利
乃至相关劳动法规的有意漠视。
况且当下职工仍处于弱势地位，
“敢怒不敢言”。 有网友就表示，
“单位不发 （高温津贴）， 我也不
敢去要， 怕因为一点小钱得罪了
领导。”

在笔者看来， 根本的原因仍
在于， 高温津贴制度并没有享有
法规的权威性， 尚未成为 “高压
线”。 正是因为对违规企业惩处
力度不够， 违法成本较低， 才助
长了一些企业的胆大妄为， 我行
我素。

可见， 要让高温津贴制度落
地生根， 关键在于使其带 “电”，
成为刚性制度， 具有强制力。 一
方面， 各地要明确高温津贴发放
的具体方式、 细则及法律责任，
让高温津贴不再有模糊空间。 事
实上， 拖欠劳动者高温津贴， 其
实质上就是变相侵犯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 人社、 安监、 卫生、 工
会等部门当主动作为， 深入到企
业中去监督执行高温费落实， 除
依法责令其改正， 更当给予严厉
的惩戒。

唯有做到有法必依， 执法必
严， 大大提高违法成本， 才会对
用工单位形成约束力， 企业才可
能自觉做到， “绿豆汤要有， 高
温津贴也要有”。

近日， 北京一租户通过专业
部门检测， 发现其租住的自如出
租房甲醛超标。 随后， 该用户要
求全额退还租金及服务费， 但遭
到拒绝。 自如一工作人员表示，
此前公司确有因甲醛超标赔偿用
户一月房租的政策， 但该政策已
在近期取消。 自如承诺， 目前可
以退还该用户未产生的租金和服
务费， 并为客户报销搬家及检测
费。 （8月5日 《新京报》）

保障租房客的健康安全， 对
出租房屋的安全性提供基本保
障， 这是房屋出租方和租房平台

都必须承担的基本责任和义务，
出租甲醛超标的房屋是对租房客
健康的不负责行为。 尤其是在倡
导租售同权和加快发展住房租赁
市场的当下， 知名租房平台企业
不仅对租房客出租甲醛超标的住
房 ， 而且拒不向租房客进行赔
偿， 这显然不利于房屋租赁市场
的发展。

实际上住房业主、 房屋租赁
企业，为了多拿几个月的房租，早
一点让新装修的房子进行出租 ，
使 得 出 租 甲 醛 超 标 的 住 房 已
经 成 了 住 房 租 赁 行 业 的 潜 规

则。比如 ，去年底 ，租房平台企
业 自 如 出租甲醛超标住房就曾
被曝光过。

保障租房客的健康安全， 促
进房屋租赁市场走向成熟和健康
良性发展， 必须要以法律形式明
确规定甲醛不超标是出租房屋安
全性的基本标准之一， 严禁甲醛
超标的住房流入租房市场。 另一
方面， 对出租甲醛超标住房的行
为， 不管有没有给租房客造成健
康伤害， 都必须对租房客进行民
事赔偿， 这应是房屋出租方、 房
屋中介公司的基本责任。 □何勇

鹰远 ： 为有效预防和遏制
“车轮上的腐败 ”， 目前全 国 31
个省区市均已启动或完成公车
标识工作 。 公车标识 ， 充分彰
显让社会监督的改革诚意 。 全
国 地 方 公 车 亮 明 身 份 ， 不 再
“隐身 ” 上路 。 让公车 “标识
化管理 ” 只是一个开端 ， 还有
更多细致的工作要做 ， 下一步
要 持 续 发力 ， 让公车持续在阳
光下 “奔跑”。

近日， 西安地铁三号线大雁
塔站的一处创意楼梯， 因踩踏时
能发出钢琴琴键声在网络上 “走
红”，吸引不少网友前来拍照或录
制视频。但是，记者发现，“钢琴楼
梯”走红后，有网友为了拍摄视频
而霸占“钢琴楼梯”，阻拦行人通
行。对此，西安地铁在其官方微博
上回应，希望大家在享受“钢琴楼
梯”带来的乐趣时，不要影响其他
乘客， 并称车站将加强人员疏导
工作， 确保乘客安全出行。（8月5
日《北京青年报》）

“钢琴楼梯” 的确创意十足，
走上去既会亮灯， 还会响起琴键
声， 能让人们在乘坐地铁时感受

到几分乐趣， 吸引经过的乘客从
楼梯通行，从而多运动几步。不过
在投入使用后，“钢琴楼梯” 也带
来了一定的风险隐患。 不少网友
慕名而来， 并且拍摄视频证明自
己“到此一游”，甚至为了自己拍
视频，阻拦他人正常通行。少数人
对“钢琴楼梯”的霸占，导致楼梯
本来的通行功能遭到弱化， 这显
然是一种本末倒置。

为此， 地铁管理方有必要完
善管理措施， 确保 “钢琴楼梯”
带给人们的是惊喜而非烦恼。 首
先， 要确保 “钢琴楼梯” 的通行
效率。 比如， 在 “钢琴楼梯” 入
口和出口处 ， 设置醒目的提示

牌， 提醒人们不要在楼梯上长时
间停留、 不要在楼梯上拍摄视频
妨碍他人通行。

“钢琴电梯” 的走红及争议，
无疑也提醒各方， 在人流量大的

公 共 区 域 设 置 任 何 创 意 设 施
前 ， 都要进行充分的评估 ， 预
料到可能出现的问题 ， 做好提
前量 。 追 求文化创意 ， 不能忘
了公共安全。 □段思平

利用假期送孩子参加海外
游学， 似乎成了一种时尚。 某
咨询机构发布报告称， 去年国
内参加海外游学者达86万人
次， 今年将超过百万， 预测还
有扩大趋势。

让孩子走出国门 ， 开眼
界， 长知识， 固然是好事， 而
且可能确实有些收获。 不过，
什么事一旦成了 “热”， 就难
免 “跑偏”， 甚至有悖初衷了。

先看动机。 家长送孩子海
外游学， 据说是出于国内教育
竞争的压力 ， 需要 “多学一
点， 领先一步”。 说穿了， 还
是 “不能输在起跑线” 的心理
使然。 如今， 教育 “起跑线”
已经成了 “抢跑线”， 是大家
都看得明白却不愿承认的现
实。 更多的大道理不必多讲，
看一看那些没有过海外游学经
历 ， 甚至连国内 、 省内 游 都
没有过 ， 学习成绩照样优秀
的孩子 ， 特别是那些常年生
活在贫困中 ， 靠勤工俭学考
取名校的孩子 ， 足证海外游
学与教育竞争没有什么必然
联系。

再说开销 。 游学需要钱 ，
海外游学尤其贵， 动辄两三万
元。 对于一般工薪家庭来说，
不是小数。 报载某女士花掉三
个月的工资送孩子参加学校组
织的游学活动， 只是因为 “全
班竟然只有他一个人没出过
国。” 如果这也能够成为游学
的 “理由”， 它与开眼界、 长
知识还有多大关系 ？ 无端焦
虑、 盲目攀比罢了。

后看效果。 花钱游学如果
真能学到点东西， 倒也物有所
值。 但实际看到的却往往名不
副实———转一转著名学府校
园， 讲几个名人逸事趣闻， 跟
寄宿家庭说几句英语……显
然， 商家 （组织者） 利用了家
长的 “起跑线情结” 和攀比心
理 ， 给打了折扣的旅游贴上
“游学” 的标签， 忽悠了家长
和孩子。

如此说来 ， 海外游学虽
好 ， 还要辨析真假 、 按需取
舍 、 量力而行 ， 切莫盲目跟
风。 游而不学， 得不偿失； 倘
若误导孩子， 岂不适得其反？

□一刀 （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