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煤监局局长黄玉治在近
日召开的全国煤矿安全培训工作
现场会上表示， 煤矿企业要推广
实施 “取消夜班” 做法， 逐步改
变煤矿井下员工 “一天三班倒、
24小时连轴转 ” 的传统作业模
式。 （4月13日 新华社）

煤矿生产24小时三班倒、 连
轴转， 是众所周知的。 但这种作
业模式不止存在于煤矿， 冶金、

纺织等许多行业也是多年如此。
如今， 煤矿工人有希望从这个传
统中 “解放” 出来了， 的确是一
个福音。 那么， 其他行业呢？ 如
果有条件 ， 也应该尽可能实现
吧 ？ 毕竟 ， 让作息规律回归自
然 ， 是每一位工人并不高的要
求， 况且， 在经济社会发展， 科
学技术进步的今天， 降低劳动强
度已经完全可能。

生产24小时连轴转， 一个决
定性因素是技术装备的落后。 而
技术装备的落后势必带来繁重劳
动，并且伴随着岗位风险。 因此，
许多苦、脏、累、险岗位（即使不是
“三班倒”） 招工难， 招了也留不
住，更留不住稍有技能的人才。

应对之道何在？ 国家煤监局
局长黄玉治说， 煤矿企业要上装
备减强度， 做到环境留人。 要持

续推进机械化换人 、 自动化减
人， 加快煤矿机器人研发应用，
努力把员工从危险环境和繁重劳
动中解放出来。 煤矿行业如此，
其他行业亦然 。 必须在技术进
步 、 安全生产上下功夫 ， 花本
钱， 才能有效改变现状。

改变现状需要时日， 这个过
程中，危险环境和繁重劳动比较，
前者危及职工生命， 更应该引起
重视并切实解决。由此想到“工人
有权拒绝冒险作业”的话题。在某
种意义上，它比准备推行的“取消
夜班”更具现实和普遍意义。

记得当年煤矿事故频发， 国
家安监总局负责人曾公开表示，
“从业人员知道作业场所有重大
安全隐患， 危及生命时， 有不进
行作业的拒绝权。 业主和企业方
不得对其打击报复。” 全国总工

会随即表态， “对企业尤其是煤
矿企业存在重大隐患并强令工人
冒险作业的 ， 工人有权拒绝作
业。” 表明了政府、 工会对安全
生产的高度关注， 体现了 “以人
为本” 的理念。

不过，“工人有权拒绝冒险作
业”怎样落实，还缺乏具有可操作
性的相关法规。在实际工作中，正
因为工人无权或不敢拒绝冒险作
业，拒绝者甚至会招致处罚，才使
许多悲剧成为不可避免。

“工人拒绝冒险作业”的首要
前提是权利的法定。 没有法律的
支撑，权利就没有保障。由于工人
拒绝作业会给生产带来损失，企
业方不会自愿接受。 工人说有权
拒绝，依据何在？如果因拒绝而受
处罚，又凭据什么去讨公道？惟有
具有强制性的法律规定才能提供

保障， 才能使企业方不敢无视工
人要求，或者报复工人。

“工人拒绝冒险作业” 的必
要条件是对险情和停工程序作出
明确的规定 ， 即 ： 在何种情况
下、 发现何种隐患， 工人才有权
拒绝作业 ， 并按照一定程序实
施， 而不是任意的拒绝和随意的
停工。 这是对雇佣双方的约束。

“工人拒绝冒险作业” 的另
一个重要条件是对工人的培训、
教育， 使更多的工人懂得安全生
产知识、 相关专业常识， 懂得依
法维权。

落实 “工人有权拒绝冒险作
业”，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工会代
表和维护职工权益， 理当负起监
督的责任，而且要紧抓不放。早一
天落实“拒绝危险作业”，就可能
保护更多工人兄弟的生命。

“无担保小额贷款，手续简便立即放款”。 近年
来，告示栏、朋友圈、电话推销里,可解燃眉之急的小
额借贷比比皆是。 各种“阴阳合同”、暴力催收、巨额
利息的现象屡见不鲜，猖獗的“套路贷”，严重扰乱了
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挑战司法权威与司法公正底
线。而一些借款人却陷入环环相扣的还贷“无底洞”。
（4月14日 《法制日报》） □王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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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咨询电话不能“失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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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煤矿取消夜班”说到“拒绝冒险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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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依法完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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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勇： 停车场电动汽车车位
被占用、 电动汽车充电排队时间
长、 找不到充电桩……一方面总
有电动汽车车主抱怨充电难，另
一方面权威数据显示电动汽车充
电桩利用率长期偏低。 满足新能
源汽车时代的充电需求， 破解电
动汽车充电难困局，让广大电动汽车
车主可以更方便地充电， 关键是电
动汽车公共充电桩由“重建设、轻
管理”向“建管并重”转变。

破解电动汽车充电难
关键是建管并重

李雪：近日，在江苏南京的玄
武湖景区， 有游客反映湖岸边出
现大量死鱼。 南京市玄武湖管理
处办公室副主任陈雅静称：“在清
捞的过程中， 每天都能打捞上来
400斤到500斤的死鱼， 主要就是
一些鲫鱼， 主要是因为市民不科
学不合理的放生造成的。”盲目放
生造成的不良后果， 每年都会有
相关报道。对此，一方面相关部门
当引起重视，通过完善管理、科学
引导， 使公众的放生行为更科学
与理智；另一方面于个人而言，最
为重要的是依法放生。

落实 “工人有权拒绝冒险
作业 ”， 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
工会代表和维护职工权益， 理
当负起监督的责任， 而且要紧
抓不放。 早一天落实 “拒绝危
险作业 ”， 就可能保护更多工
人兄弟的生命。

别让出租车后排安全带成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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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 去年初以来， 山东
省逐步对省市县政务服务热线进
行整合。 办事企业和市民群众只
需拨打当地政务服务热线———
12345就可对涉及政务服务事项
进行政策咨询、 反映服务诉求、
投诉举报问题等， 热线受理中心
全天服务 ， 及时受理和转办事
项。 然而， 近期有一些当地市民
反映， 在通过拨打12345政务服
务热线无法给出明确答案的情况
下， 想通过政务服务热线转接相
关职能部门进一步了解时， 热线
员表示不能直接联系部门咨询电
话。 只能通过平台转办， 并称需

要数个工作日才能回复 。 (4月
14日 《工人日报》)

政务服务热线变 “冷线 ”，
这背后究竟是受到形式主义影响
还是一些政府部门懒政？ 或是这
些政府部门本就不想服务于民 ？
上 级 部 门 要 求 对 政 务 服 务 热
线 进 行 整 合 ， 一 些 政 府 部 门
的 咨 询 电 话 反 倒 变 得 “ 藏 头
露尾” 起来。 以前就曾有媒体曝
光过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咨询电
话变成了摆设， 或是没有接， 或
是接线人员回答问题不耐心或不
专业。

细节决定成败， 细节也透露

出了真相， 一个连咨询电话也没
有或搞 “隐身” 的政府部门， 其
公共服务能力与为民服务意识也
不免令人质疑。 政府部门要能提
升公共服务能力 ， 提高服务意
识， 需要从细节处入手。 而对于
这些对咨询电话也 “藏头露尾”
的政府部门， 也需要尽快责令整
改， 如果存在故意不公布咨询电
话等懒政怠政问题， 还需要对相
关责任部门与人员进行问责。 不
能让政府部门咨询电话这样的
“服务喉舌” 失声， 这考验的是
政府部门的为民服务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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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北京双井桥下发生了
一起出租车与闯红灯车辆发生碰
撞的交通事故， 一名车上乘客疑
因未系安全带被甩出车外当场死
亡。 记者体验发现， 北京出租车
行业里， “安全带问题” 长期不
被重视， 不少出租车的后排安全
带不能正常使用。 出租司机也普
遍不会提醒乘客系安全带， 甚至
还有司机私自拆除后排安全带。
（4月12日 《新京报》）

出租车后排乘客不系安全
带，出租车后排安全带成摆设，直
接原因无疑是出租车司机、 乘客
安全意识薄弱， 对后排系安全带

问题很不重视， 没有养成坐后排
系安全带的乘车习惯。 出租车司
机、乘客大多抱有侥幸心理，觉得
后排比前排要安全很多，并且觉得出
租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比较小，想
当然地认为乘坐出租车后排不需要
系安全带，系安全带是多此一举。

“道路千万条 ， 安全第一
条 。” 安全不该只是一种做法 ，
更应当成为出租车司机、 乘客的
一种自觉意识， 广大乘坐出租车
的乘客千万不能因为贪图一时之
便利在乘车时不系安全带。 乘客
乘坐出租车 ， 不管是坐前排也
好， 还是坐后排， 都应当跟乘坐

大巴车时一样 ， 自觉系好安全
带 ， 尽最大限度保护好自身安
全。 同时， 出租车司机应当提醒
乘客系好安全带， 因为一旦发生
交通事故， 给乘客造成伤害， 出

租车司机将难辞其咎。
再者 ， 最根本的是监管发

力， 进行倒逼， 激活出租车后排
安全带的使用， 发挥出安全带应
有的保护功能。 □张立美

■长话短说

网络餐饮安全
要强化第三方平台监管

日前，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
召开网络订餐平台监管工作部
署会，美团点评、饿了么、到家
美食会、美餐网、锦食送等5家
平台企业食品安全负责人被邀
请参会。工作部署会上，北京市
市场监管局通报了网络订餐平
台监管工作情况及近期网络订
餐市场出现的违法违规现象，
要求各网络订餐平台从即日起
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自查整改工
作。 （4月13日 《北京青年报》）

目前网络餐饮发展面临着
透明消费、 法规衔接、 营养需
求等多项挑战。 对网络餐饮安
全监管而言， 依靠传统监管方
法对网络订餐业进行有效监管
仍存在一些难点。 尤其是不规
范的网餐业设施简陋， 环境卫
生条件差 ， 从业人员流动性
强， 对食品安全不重视， 监管
者难以对其生产加工全过程进
行有效监管。 而大多数入网餐
饮经营主体都是通过网络订餐
第三方平台开展经营， 因此，
加强对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的
监督检查， 督促其落实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 进而倒逼入网餐
饮经营主体提升食品安全管理
能力， 就应成为监管的有效手
段之一。

不言而喻， 严格规范第三
方平台资质审查， 强化信息公
示等制度管理， 对于净化网络
餐饮服务环境至关重要， 一方
面， 以网络订餐平台为重点对
象， 以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主
体资质、 第三方平台许可和量
化等信息公示为重点检查内
容， 严厉打击无证、 套证、 使
用假证或委托无证 “黑作坊”
从事网络餐饮服务的行为； 另
一方面， 在加强约束、 管理的
同时， 持续开展线上线下集中
整治， 严厉打击和查处餐饮单
位的违法违规行为， 坚决杜绝
无证无照或其他不符合要求的
供餐单位上网 。 通过监督抽
检、 稽查办案等方式， 集中查
处一批不合格的餐饮单位， 实
现线下线上同质同标， 以净化
网络餐饮环境。 □吴学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