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民工在劳资博弈中处于
弱势地位， 要保护好包括农民
工在内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
就需要多一些 “外力加持”“外
力解围”。完善监管制度、拧紧
责任链条， 才可能让用人单位
尊重与善待劳动者。

在美容院花3000元买下一套宣称 “效果显著”
的化妆品， 连续使用数日后竟引发肾病， 直至一度
昏迷被送进ICU。 遭此飞来横祸的江苏兴化市民王
女士果断报警， 在司法机关的共同努力下， 一个汞
超标1万倍的 “美白” 化妆品的生产和销售网络被
曝光。 （8月13日 《中国青年报》） □毕传国

■网评锐语

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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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野游”有风险，违规当受罚！

■世象漫说

拖欠农民工工资入“黑名单”是必要惩戒

“业主预验房”
此举值得尝试

■劳动时评

王军荣 ： 人吃五谷杂粮 ，生
活中免不了有头疼脑热、 身体不
适的情况。 很多人工作忙不想去
医院，便或浏览网页、或道听途说
按图索骥给自己断症， 然后再到
药房买点药吃了事。 为了迎合这
些人， 坊间流传起很多依据身体
外在表征来判断是否得了某种疾
病的方法。 疾病自测很有可能出现
误导，这是需要警惕的。治病不是
小事，不能犯任何形式的“错”，如
果一错再错，会对身体造成危害。

疾病自测
未必靠谱

杨李喆： 近日，河北承德市高
新区一住宅项目举行业主预验房
开放日暨承德市住宅工程业主预
验房制度观摩会。业主预验房的推
行，实现业主先验房，企业后交房，
标志着承德在河北省率先推行的
住宅工程业主预验房制度正式实
施。 住宅工程业主预验房制度的
建立和推行， 正如相关负责人表
示，对维护消费者权益，重塑消费
者信心，提高房地产开发和建筑施工
企业形象，提升政府部门行业监管能
力和水平具有多重促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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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游 ” 者王某被困黄山悬
崖， 请求景区救援。 为治理擅闯
未开发景区行为， 王某在救出后
被黄山风景区管委会依据 《黄山
风景名胜区有偿救援实施办法》
（以下简称 “办法”） 中关于有偿
救援的规定， 收取了3206元有偿
救援款。 这也成为黄山风景区实
施的首次有偿救援。 当然， 本次
救援累计发生费用远不止这些。
（8月13日 《中国青年报》）

近年来，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和户外运动的兴起， 越来越多的
人迷上攀岩、 户外探险， 越是天

然原始的险境， 越能吸引探险者
猎奇的脚步。 然而， 部分户外探
险者不顾安全风险地 “说走就
走 ”， 不仅严重威胁自身安全 、
破坏当地生态环境， 更给社会救
援资源带来巨大负担。

“野游” 有风险， 违规当受
罚。 除了黄山这起之外， 最近很
多起对违规穿越景区甚至无人区
的驴友的救援， 都采取了有偿救
援或追加罚款的措施。

当然，除了对“野游”遇险的
驴友实施有偿救援、追加罚款外，
在国家旅游局已建立黑名单制度

之下， 有必要将造成严重危险后
果的任性驴友列入其中， 让其一
处冒险处处受限，以儆效尤。

此外， 各地应像陕西那样尽
快推广探险“备案制”。毕竟，有备
案、有预案，探险才可能一路平安。
也就是说，野外探险不能说走就走，
政府部门通过备案的方式对野外
探险进行必要管控， 对其中存在
问题或有重大风险的报备案，要
及时提出意见和忠告， 必要时要
依法制止不当探险活动的发生，
这既是对驴友的生命负责， 也能
避免公共资源的浪费。 □祝建波

8月13日 ， 人社部网站发布
关于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草案征求意见稿 )》 (下称 《意
见稿 》 ) 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
《意见稿》 拟规定， 用人单位存
在克扣、 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
达到认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数
额的； 或拖欠农民工工资造成严
重不良社会影响的， 该用人单位
及其法定代表人 (实际控制人)、

其他负责人将被列入拖欠农民工
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
(8月14日中新网)

农民工工资被拖欠问题一直
是劳动权益保障的痛点、 堵点。
农民工被拖欠较为普遍， 背后原
因不少。 比如不少农民工文化程
度较低 ， 他们欠缺维权 意 识 、
法 律 意 识 ， 这 就 更 容 易 权 益
受 损 ， 比 如 不 会 主 动 要 求 与
用 人 单 位 签 订 劳 务 合 同 ， 不
懂得保存相应维权证据等等 ，
面 对 易 于 拿 捏 的 农 民 工 ， 用
人单位也就更容易得寸进尺 ，
这 也 导 致 拖 欠 农 民 工 工 资 现
象 变 得 严 重 起 来 。 另 外 ， 很
多 农 民 工 从 事 的 是 建 筑 等 领
域 的 临 时 工 作 ， 这 些 行 业 往
往 存 在 严 重 的 拖 欠 工 程 款 、
“层 层 转 包 ” 、 违 法 违 规 施 工

等问题 ， 这都是农民工工资被
拖欠问题高发的重要原因。

此次人社部发布的 《意见
稿》 正是为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
付 ， 遏制农民工工资被拖欠问
题。 《意见稿》 有不少亮点， 比
如拟规定， 用工单位使用个人、
不 具 备 合 法 经 营 资 格 的 单 位
或 者 未依法取得劳务派遣许可
证的单位派遣的农民工， 个人、
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单位 或
者 未 依 法 取 得 劳 务 派 遣 许 可
证 的 单 位 拖 欠 被 派 遣 的 农 民
工 工 资 的 ， 由 用 工 单 位 依 法
承 担 清 偿 拖 欠 农 民 工 工 资 的
责 任 等 等 。 通 过 强 化 用 工 单
位 责 任 ， 不 论 用 人 单 位 是 否
合并 、 分立或被依法吊销营业
执照等等， 都要能依法清偿拖欠
的农民工工资。

为 了 督 促 用 工 单 位 履 职 ，
《意见稿》 拟规定， 开户银行负
责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的日常管
理， 发现资金未按约定拨付等情
况时， 应当及时通知施工总承包
单位 ， 并报告工程建设项目 主
管 部 门 。 而 对 于 拖 欠 农 民 工
工 资 的 相 关 单 位 ， 人 力 资 源
社 会 保 障 行 政 部 门 可 以 申 请
人 民 法 院 采 取 查 封 、 扣 押 其
财物等财产保全措施和强制执
行。 而 《意见稿》 引人关注的还
在于， 对于克扣、 无故拖欠农民
工工资的用人单位及相关责任
人， 拟纳入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
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为了解决农民工工资被拖欠
问题， 此次 《意见稿》 “动了真
格 ”， 从用人单位到相关部门 ，
责任 “环环相扣”， 只为了确保

农民工能够如期领到工资。 拖欠
农民工工资， 本身就是严重失信
行为， 拟将有这种失信行为的相
关责任方纳入失信 “黑名单 ”，
就是必要的惩戒 。 期待 《意见
稿》 能够早日落地实施。

农民工在劳资博弈中处于弱
势地位， 要保护好包括农民工在
内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就需要
多一些 “外力加持 ” “外力解
围”。 完善监管制度、 拧紧责任
链条， 才可能让用人 单 位 尊 重
与 善 待 劳 动 者 。 既 要 完 善 保
障制度 ， 督促用人单位履职 ，
还 要 加 大 普 法 宣 传 ， 提 高 农
民 工 维 权 意 识 、 降 低 农 民 工
维 权 成 本 等 ， 多 措 并 举 、 才
能 从 根 本上遏制农民工工资被
拖欠等 “顽疾”， 为劳动者权益
提供牢固的法治保障。

■有话直说■每日图评

给职工一个倾诉的地方对“过期药”要妥善处理好
近段时间， 不少城市试点推

行垃圾分类投放， 垃圾分类日渐
细化，但仍未实现全面覆盖。这几
天， 一些居民就发出了疑问：“过
期药” 属于什么垃圾？ 该如何处
理？ 记者近期探访北京多个小区
了解到，家庭过期药已被列入《国
家危险废物名录》。但由于一些社
区未设置有害垃圾桶、 过期药品
回收箱分布不均、 居民不了解正
规的回收渠道等原因， 很多居民
将过期药随意丢弃， 形成污染隐
患。（8月13日《新京报》）

生活中， 很多人都家里积压
着一大堆过期药品， 无处回收，

扔到外边又怕被药贩子捡到 “翻
新” 兜售害人， 于是便将整盒的
药物 “破坏 ” 掉 ， 再扔到垃圾
桶。 殊不知家庭过期药已被列入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西药是化
学品， 含有抗生素、 激素等， 进入
土壤会产生污染， 且容易被植物吸
收， 溶解到水中会污染水体。

妥善处理“过期药”，监管当
在“有效期”。在大力倡导绿色环
保的时代背景下， 妥善处理过期
药品利国利民， 也考验政府部门
的环保意识及管理水平。 相关部
门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 尽早制
定 “国家废弃药品回收处理计

划”， 建立过期药物回收机制，鼓
励、 指导每个家庭参与到当地危
险废物回收项目中来， 处理好过
期药品。具体来说，建立药店实体
回收联盟，引导医生合理开药，在

各医院和居民小区设置独立过期
药物回收箱，并保证其正常使用，
这些细化措施应该放在各级部门
的日程安排上来，不能再拖延。

□斯涵涵

□戴先任

报载， 浙江宁海县总工会
推出 “职工说事” 制度， 破解
职工 “有话无处说” 的难题。
目前， 已有42家企业工会设立
了 “职工说事” 工作室， 计划
到2021年底实现规模以上企业
全覆盖。

人人都有一张嘴， 活在世
上总有话要说。 职工就职于企
业， 工作中会遇到一些问题，
如技术难点、 人际关系， 或者
对企业经营管理有点个人见
解， 甚至可能只是个人烦恼、
生活困难， 需要倾诉， 寻求解
脱……凡此种种， 都需要有个
地方或对象说出来， 否则可能
会影响工作。 宁海县工会自觉
承担起这份责任， 设立 “职工
说事” 工作室， 因应了这种需
求， 受到职工欢迎。

让 “职工说事 ” 会不会
“自找麻烦”？ 首先， 工会以代
表和维护职工权益为己任， 即
使是 “麻烦” 也是分内之责，
况且， “让人说话， 天塌不下
来。” 即使是不满、 怨言， 说
出来总比憋着好 ， 有了宣泄
“出口 ”， 反而有利于化解矛
盾； 其次， 不要低估职工的觉
悟。 如果不是确实有话要说、
想说， 一般人不会轻易吐露心
声 。 况且 ， 职工在企业 “说
事”， 肯定大多数都与工作有
关 ， 而且不一定都是批评意
见， 焉知不是很有价值的积极
建议呢？ 即使价值有限， 不也
体现了职工对于企业的一份感
情或责任么？

让 “职工说事 ” 不是形
式， 不是听听就算了， 而是要
有回应， 要解决问题， 要像宁
海工会那样， 勤于向职工 “问
事”，善于倾听职工“说事”，敢
于为职工“办事”，乐于接受职
工“评事”。 把“职工满不满意、
赞不赞同” 作为办事成效的检
验标准。而且，让“职工说事”不
一定非要固定场所， 工会办公
室、活动室同样可以“说事”，还
可以利用热线电话、 微信群等
现代手段， 方便职工随时随地
“说事”， 为职工创造一个能够
说话的良好环境。

□一刀 （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