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9日， 93个中央部门集中公开本部门2018
年度决算情况。 科目繁多的 “账本”， 记录着一般
公共预算等财政资金的收支情况， 也在很大程度上
反映各项政策的落实效果 、 各部门的治理能力 。
（7月21日 《人民日报》） □王铎

■网评锐语

晒出明白账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企业要像个“大家庭”

■世象漫说

高温津贴岂容“花式克扣”

将暑假快乐
还给孩子们

■劳动时评

邓海建：近年来，重庆成了众
多追求“诗和远方”旅客的打卡圣
地，使得当地旅游业快速发展，民
宿行业更是呈井喷式发展。 原本
在城区流行的民宿， 逐渐向乡村
和风景区发展。 部分民宿违规侵
占林地，超高、超面积违建，圆梦
“诗和远方”却要透支生态环境等
问题日渐突出。 网红民宿在盆满钵
满的时候， 不奢谈更多的社会责
任，起码应该是遵纪守法的居所。
宰客、偷拍、刷单、脏乱……当这些
问题纠结在一起， 国内民宿产业
的合规管理就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民宿不能
野蛮生长

谢晓刚：暑假又到了，很多孩
子可没时间休息， 又被家长送进
了培训班。将暑假快乐还给孩子，
除了教育部门严控校外培训乱象
外， 更离不开家长放下心中的焦
虑， 正确对待孩子成长规律。毕
竟， 孩子的今天， 就是家庭的未
来、社会的未来，家长要收起命令
和强迫的惯性思维， 学会包容和
尊重，给孩子们一些自由，也给自
己一些自由， 五彩斑斓的童年需
要多姿多彩的假期生活来增色。

高温津贴难以实打实地
落实，除去用工单位的不畏
法，很大程度上在于执法力
度不够，从而导致违法成本
过低，乃至于纵容了用工单
位的不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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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工地上农民工的住宿
环境越来越棒， 这让其他工地的
工人羡慕不已。” 近日， 河北秦
皇岛昌黎县城某住宅小区项目负
责人吕玉焦自豪地说。 记者现场
看到， 刚刚洒过水的道路无一丝
扬尘， 各种建筑材料、 设备堆放
有序 ， 农民工工房不仅干净卫
生， 而且安装了空调、 沐浴等设
施。 （7月22日 《工人日报》）

现在许多企业的领导人在进
行爱企业教育时， 喜欢用 “爱企
业如家 ” 这话来要求本企业员
工。 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
业， 要求员工爱企业如家， 理所

应该。 但反过来说， 作为企业的
领导人和经营者， 是否把企业真
正办成了员工之家呢？ 如果企业
确实是一个员工的 “大家庭 ”，
员工能不爱吗？

毋庸讳言， 现在有些企业领
导，只要求员工爱企业如家，却对
员工的一些生活困难漠不关心，
严重挫伤了员工的生产积极性，
造成一些企业管理者同员工关系
比较紧张， 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经
营和健康发展。

笔者以为， 员工和企业之间
的爱应该是双向的。 如果只要求
员工爱企业如家， 而忽视了企业

首先要像个家，那么，这种爱，只
是一种“单相思”。一个真正优秀
的企业家， 应该懂得关心员工生
活，尽力帮助员工解决困难，把企
业办成职工之家。其实，员工是最
懂得知恩图报的。 企业给员工一
份爱，员工就会还企业十分情。

如果说，一个企业的发展离
不开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 那么
这个共同努力的源头， 就在于企
业的领导者和经营者对员工的关
爱， 直正把员工当成 “大家庭”
中的一员。 事实雄辩证明： 只要
企业为员工的冷暖操心， 员工就
会为企业兴旺拼搏。 □周家和

□杨李喆

进入7月以来 ， 全国多地进
入 “烧烤模式”， 部分地区最高
气温达40℃以上。 中央和地方政
府就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出台措
施， 重申高温津贴应发放到位。
记者调查发现， 一些行业和企业
发放高温津贴仍不到位， 有劳动
者反映 “听说过、 没拿过”。 此
外， 今年以来， 上海、 福建、 天

津等省市陆续调整高温津贴标
准， 但有的地方标准多年未变。
（7月19日 新华网）

高温津贴这一劳动者法定福
利， 即便是媒体年年报道， 但是
劳动者 “听说过、 没拿过”、 用
人单位 “花式克扣”、 高温津贴
标准十余年未变等现象， 还一定
程度存在。 如此， 不仅让劳动者
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而且也亵
渎了法律威严。 也就不难理解，
如果连高温津贴都落实不到位，
劳动用工环境及劳动权益保障也
就可想而知。

高温津贴难以实打实地落
实， 除去用工单位的不畏法， 很
大程度上在于执法力度不够， 从
而导致违法成本过低， 乃至于纵

容了用工单位的不法行为。 以山
西省为例， 今年就提出， 全省各
级劳动监察机构将加大监督执法
力度， 对克扣高温津贴用人单位
视情节严重程度给予2000元至2
万元罚款 。 而关键是让这样的
“罚则” 真正落实到位。

同样， 常态化的劳动用工监
管十分必要。 媒体报道的高温津
贴落实不到位现象， 一则劳动监
察机构可否知情？ 还是只等着劳
动者维权， 或者媒体报道后再改
进？ 二则平时的履职是否到位？
若真到位， 这些问题怎能不得以
有效解决？ 三则对于侵害劳动者
权益的不法行为， 可真就进行了
实质性处罚？ 其实， 劳动用工监
管到位了， 不法用工行为定不会

有恃无恐。
与落实到高温津贴同等重要

的是标准 “提标”， 正如专家指
出， 考虑到经济发展、 物价上涨
等因素， 夏季高温津贴应做到逐
年调整， 同时兼顾企业的承受能
力。 比如， 湖南省2005年规定 ，
高温津贴标准为每人最低每月
150元， 这一标准已有14年未予
调整。 而与之类似的省份不在少
数， 这样的标准就很难真正体现
出制度的善意。

另外， 各级工会组织也须充
分发挥好作用。 做好职工防暑降
温 工 作 的 通 知 ， 是 每 年 全 国
总工会的 “标配通知”。 今年通
知就要求， 工会在发现用人单位
存在相关违法违规行为时， 要提

出整改意见， 必要时应下达限期
整改建议书， 如果用人单位拒不
接受监督整改意见， 依法提请政
府有关部门予以处理。 所以， 工
会有行动， 也能保障高温津贴落
实率。

最后， 劳动者应增强法律意
识。 比如有的劳动者表示， 在网
上、 新闻上看到过高温津贴， 但
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享受、 每个
月该领多少。 对此， 一方面应加
大相关法律知识的普及力度， 使
劳动者掌握自己应有的合法权
益； 另一方面也应动员起劳动者
法律维权意识， 当高温津贴不落
实或折扣落实时， 拿起法律武器
维权， 这也有助于用工单位依法
履责。

发生劳动争议， 职工个人
势单力薄， 维权困难很多； 工
会组织应该出手援助， 又苦于
基层力量有限 ， 难有及时作
为。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工
人日报》 报道， 浙江宁波奉化
区总工会通过健全网络、 夯实
基础、 整合资源， 探索建立镇
（街道）、 片区 （行业）、 企业
小三级工会协调劳动关系体
系， 将维权工作关口前移， 由
“救火型” 向 “防火型” 转变，
力争使劳动争议早预防、 早发
现、 早协调。

在劳动关系日趋复杂的今
天， 发生劳动争议已属正常现
象 。 对于代表和维护职 工 权
益的工会组织来说 ， 如何调
解 、 处置劳动争议 ， 却依然
是一个需要不断摸索、 创新的
课题 。 譬如 ， 发生了劳动争
议 ， 甚 至 酿 成 事 件 ， 赶 去
“救火 ” 是一种作为 ； 建立
劳动关系预警机制 ， 及时发
现劳 动 争 议苗头 ， 实施 “防
火 ” 也是一种作为 。 二者比
较， 显然 “防火” 比 “救火”
损失小， 效果好。

现在的问题是， 市场经济
条件下， 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许多非公、 小微企业分布在街
区， 且那里的工会力量有限；
而上级工会要 “防火”， 又往
往鞭长莫及， 如果等争议、 纠
纷反映上来， 恐怕 “火势” 已
经不小， 只能 “救火” 了。

建 立 镇 （ 街 道 ） 、 片 区
（行业）、 企业小三级工会协调
劳动关系体系 ， 首先解决了
“有人做事” 的问题， 把工会
干部、 积极分子、 相关专业人
士整合、 调动起来， 而后利用
网络实行网格化管理， 由网格
员定期对责任范围内企业工资
发放、 劳动合同签订、 劳动保
护落实、 五险缴纳等情况进行
收集、 排查、 汇总， 及时掌握
职工各类诉求， 做出分析， 积
极化解； 对网格内无法解决的
再报告上级工会， 及时预警。
这一系列工作都属 “防火” 措
施， 可以有效提高劳动争议调
处效率。

□一刀 （资深媒体人）

■有话直说■每日图评

劳动争议：
“防火”重于“救火”

偷拍设备岂能在网上随便买卖
有读者来信指出， 偷拍、 偷

录行为的泛滥， 与偷拍、 偷录设
备购买的便捷有密切关系。 在一
些地方的电子城和电商平台上，
买卖偷拍设备是毫无障碍的。 虽
然一些商家打着 “家庭监控” 的
旗号， 但是实际上， 这些偷拍设
备的隐蔽性和实用性已经远远超
过家庭监控需要。 据此， 记者打
开淘宝， 在搜索栏输入 “微型摄
像机” “家庭监控器”， 立刻就
能搜到多达上万条的商品， 价格
从100多元到5000多元不等 ， 销
量最高的累计近4000件。 （7月
22日 《人民日报》）

偷拍、 偷录设备网上 “随便

买” 显然有违法之嫌。 《电子商
务法》 明确规定， 不得销售或者
提供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交易的
商品或者服务， 电子商务平台经
营者发现平台内的商品或者服务
信息存在违法违规情形的， 应当
依法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 并向
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否则将与经
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然而现在这
些规定显然并没有落到实处。

有专家建议， 除了电商平台
对商家出售的商品进行审核， 监
管部门也要加强监管， 切实加强
生产厂商的资质管理， 建立违法
黑名单制度， 同时监督商家对消
费者购买行为进行实名记录， 让

摄像头、 窃听器等设备的来源和
去处均可查。 显然， 治理偷拍设
备在网上随便买卖的乱象 ， 已
是当务之急 ， 而监管部门应该
切实负起责任 。 否则 ， 偷拍设

备如果依然可以长驱直入地侵入
我们的生活， 那么任何一个人，
都有可能莫名其妙地成为下一个
受害者。

□钱夙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