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巧言 ” 告知员工这是
为其避税， 能增加到手收入。
但表面 “沾光 ” 的背后却是
职工得不偿失的更大利益受
损 。 必须引起社会的关注与
警惕。

■网评锐语

联合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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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你违法我拍照”体现交通管理的创新

谨防“工资拆分”损害职工利益

短视频时代如何守住
“屏幕里的真相”

■劳动时评

李雪 ： 10月29日上 午 ， 中
消协 对 外 发 布 “ 第 三 季 度 全
国 消 协 受理投诉情况 ” ， 旅游
购 物 有 “ 猫 腻 ” 、 山 寨 旅行
社 蒙 骗 消 费 者 等 纠 纷 成 为 投
诉 热 点 。 山 寨 旅 行 社 无 疑 会
给消费者带来直接权益伤害 。
根 治 山 寨 旅 行 社 离 不 开 行 业
自身的力量 。 总之 ， 唯有各方
共同努力， 山寨旅行社才难有坑
人空间。

根治“山寨旅行社”
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天歌： 无锡高架桥侧翻， 河
北发生重大车祸……近来， 朋友
圈持续被一些重大事故刷屏。 在
泥沙俱下的消息中， 我们总能找
到似曾相识的现场画面， “移花
接木” 式造谣屡见不鲜。 对普通
网民而言 ， 面对不确定的视 频
消 息 ， 不 管 其 多 么 像 真 的 ，
都 不 妨 等 等 事 实 、 搜 搜 相 关
内 容 ， 避 免 盲 目 站 队 ， 更 不
要轻易转发 。

修改后的 《道路交通安全违
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 正在网上
征求意见， 允许跨省份异地处理
非现场交通违法、 当日将违法信
息向社会提供查询、 公众拍照举
报信息可作为处罚证据等成为亮
点。 （10月29日 《北京晚报》）

正在征求意见进行修订的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
序规定》 有很多亮点， 体现了执
法的人性化和与时俱进的意识，
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肯定。

以往要想对交通违法当事人

进行处罚， 所依据的是交警现场
的查处， 或者是电子监控设备所
拍摄的交通违法的照片。 但不管
是在路面执法的交警， 还是设置
在道路上的电子监控设备， 都存
在 “盲区 ”和 “死角 ”，而这些 “盲
区”和“死角”，正是一些人交通违
法的重灾区。 而一旦引入公众对
交通违法行为的举报拍照， 也就
意味着尽最大限度消除了“盲区”
和“死角”，把机动车驾驶人置于
一种更严密的监督之下， 可以产
生有效的震慑作用， 倒逼机动车

驾驶人遵守交通法规和文明。
这一最新规定的背后， 也有

值得改进或者说需要注意的地
方。 对于交警部门来说， 为了鼓
励公众对交通违法行为拍照举报
的积极性， 不妨制定一些奖励性
举措， 可以是现金奖励， 也可以
是奖励积分， 然后兑换某些服务
等。 而对于公众来说， 在拍照举
报别人交通违法的同时， 自己首
先要做到合法拍照， 否则不但自
己可能也涉嫌交通违法， 而且还
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苑广阔

■有话直说■每日图评

“90后”立遗嘱
说明点啥

□张玉胜

■世象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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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校园书店重新焕发活力

“到手工资是6800元 ， 有用
人单位和劳务公司打到银行卡里
的流水账单为证” “合同工资是
2600元 ， 和工资条一致 ， 没有
6800元一说”。 10月15日 ， 在沈
阳市铁西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庭
上， 因单位采取了工资拆分的发
放方式， 电气工程师康硕和用人
单位就他的实际工资争论不休。
更重要的是， 这事关解除劳动合

同时， 用人单位给予补偿金的多
少。 （10月29日 《工人日报》）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征收采
用的是超额累进税率， 即工资越
高， 缴纳的个税越多， 最高可达
45%。 这就为一些企业利用 “拆
分工资” 规避个税和社保提供了
宣传噱头： “巧言” 告知员工这
是为其避税， 能增加到手收入。
但表面 “沾光” 的背后却是职工
得不偿失的更大利益受损。 必须
引起社会的关注与警惕。

作为一种企业管理手段， 合
法的工资拆分是把工资薪金总额
分解为多项来源结构， 比如拆分
为基本工资、 岗位工资、 绩效工
资、 加班补助和全勤奖等。 其目
的就是为激励员工出满勤、 多加
班， 提高工作绩效。 而不管如何

拆分， 职工工资都是光明正大地
发放到明处。 而违规的工资拆分
则是将工资总额分解成 “明发”
与 “暗给” 两份。 比如， 拆分成
现金和银行卡发放； 外包劳务公
司和本公司发放； 工资卡和提供
发票报销发放； 给员工本人和向
家属发放等。 其目的就在于避税
和少缴社保费。

诚然，违规的“工资拆分”的
确可以给员工带来暂时或显性的
高收入， 毕竟通过降低职工工资
基数，就可以相应减少个税扣除。
但企业此举的真正用意并非是
“为职工好”， 而是出于降低自身
“用工成本”的更大考量。正所谓
“醉翁之意不在酒”。从现行的“五
险一金” 缴纳比例和劳务维权的
角度分析， 对于职工则是因小失

大和得不偿失的诸多待遇受损。
比如， 职工养老保险， 个人

只需承担8%的缴费比例 ， 单位
却要承担20%的缴费比例； 医疗
保险单位缴纳比例为8%， 个人
缴纳比例为2%； 失业保险单位
缴纳比例为2%， 个人缴纳比例
为1%； 工伤保险单位缴纳比例
为0.5%-2%， 生育保险单位缴纳
比例为0.5%， 这两项个人均不缴
纳。 住房公积金单位和个人缴纳
比例均为8%-12%。 有人为此预
估， 拆分后企业社保和住房公积
金缴费 基 数 比 实 际 降 低 40%-
60%。 这显然会对劳动者日后的
长远利益带来实质性损害。

“工资拆分” 偷漏的不只是
国家税款， 更是有违法律、 有悖
诚信、 逃避责任、 为职工维权埋

下隐患的违法悖德行为。 对于职
工个人， 受损的不只是今后的社
保基数降低和领取金额缩水； 一
旦发生劳动纠纷， 企业势必会按
照员工的 “明” 工资赔偿。

其实， 看似奇招的 “工资拆
分” 并不难被稽查者识破。 我国
《个人所得税法》 和 《税收征收
管理法》， 规定了企业作为个税
“扣缴义务人” 的责任和对应扣
未扣、 应收而不收违法行为的明
确罚则。 不久前， 某房产公司通
过费用报销等 “拆分” 手段， 隐
匿员工真实收入、 少代扣代缴个
税的违法案件， 受到当地税务稽
查部门处以追缴税费、 经济罚款
共计75万余元的依法查究。 这应
当成为希冀借 “工资拆分” 逃避
个税与社保者的前车之鉴。

为了 “养活” 自己， 校园书
店进行多种经营的探索已不少，
但缺少资金、 场地困难等仍阻碍
着发展。 想在大学开得好， 书店
要借力， 通过与出版社和高校合
作， 寻求更多资源； 自己更得发
力， 突出自身特色、 契合学校气
质， 成为大学生继宿舍、 课堂、
图书馆之外的成长空间。 （10月
28日 《人民日报》）

过去， 学生穿梭在校园书店
内寻觅一本好书曾经是学校的靓
丽风景， 但近些年来， 由于受到
数字阅读和网络购书的冲击， 很
多校园书店遭遇了生存危机， 有
的学校里甚至一所实体书店都没
有了。 面对校园书店的困境， 今
年7月， 教育部办公厅印发 《关

于进一步支持高校校园实体书店
发展的指导意见 》 ， 明确要求
“各高校应至少有一所图书经营
品种、 规模与本校特点相适应的
校园实体书店， 没有的应尽快补
建”。 不过， 虽然有了政策利好，
但想要让校园书店复苏也并不容
易， 面对数字时代的冲击， 仅靠
单纯卖书已经难以支撑书店的经
营， 这时候唯有打开思路， 拓展
书店经营的业态， 才有希望让书
店保持活力。

校园书店要突出特色， 不能
搞成千篇一律， 应当立足于学校
的不同特点， 在书籍种类等方面
发挥出优势， 诸如师范类学校书
店以销售教育类书籍为主、 语言
类学校以销售外语类书籍为主，

不能贪大求全， 而是要从学生的
需求角度进行考量。 校园书店也
不能再简单定位为卖书的场所，
作为校园文化的组成部分， 书店
要像多元文化场所进行转型。 让
校园书店办起来并且活下去， 需
要学校、 书店等各方面的共同努

力， 目前一些校园书店已经有了
成功的探索， 可以从中汲取好的
经验， 探索出适合自己的成功之
路， 从而让校园书店能够焕发生
机， 为学生的教育成长再提供一
处文化的温房。

□胡蔚

近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税务总局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个人所得税纳税信用建设的通知》， 通
知提出， 对个人所得税严重失信当事人， 税务部
门将推送相关部门， 依法依规实施联合惩戒。 (10
月29日中新网) □赵顺清

时代发展， 社会进步， 新
生事物令人目不暇接， 而且常
常超出常识———如果不是媒体
白纸黑字公开报道， 许多人无
论如何不会想到， 立遗嘱这种
七老八十人的 “专利 ”， 居然
“挤进” 了 “90后”。 报载， 截
至目前 ， 全国共有236位 “90
后 ” 走进中华遗嘱库订立遗
嘱， 其中年龄最小的18岁， 普
遍年龄在25岁至28岁之间。 与
老年人不同的是， 他们没有什
么不动产， 却把游戏账号、 支
付宝余额等虚拟财产写进了遗
嘱， 而且继承人大多是父母。

正值青春年华的年轻人为
什么会订立遗嘱？ 记者采访后
例举有三 ： 一是职业有风险 ，
“立遗嘱能给我一份踏实”； 二
是 单 亲 家 庭 子 女 未 雨 绸 缪 ，
“万一我走了 ， 我得让我妈有
个保障 ”； 三是 “无钱包 ” 一
族 ， “不把微信支付宝写进
去 ， 父母都不知道怎么取 ” 。
无论哪一条， 听着都新鲜。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 死
亡是个不吉利的话题。 立遗嘱
与死亡相关联 ， 大家当然忌
讳。 “90后” 立遗嘱， 首先说
明， 他们的生死观发生了根本
变化。 这种变化的前提是文化
素养的提高 、 思维方式的开
放。 中华遗嘱库透露， 大多数
“90后 ” 遗嘱订立者为企业白
领 、 创业人士 ， 其中近6成为
本科以上学历。

其次 ， “90后 ” 立遗嘱 ，
说明他们对父母的孝顺打破了
传统理念， 以另一种方式传达
了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报答。 如
同新兴的网购模式， 不仅使年
轻人自己的生活得以丰富， 还
让许多不能陪伴父母身边的年
轻人通过网购， 给远方的父母
寄送了一份亲情。

最后 ， “90后 ” 立遗嘱 ，
说明他们看待问题更加理性 ，
保护权益更相信法律。 正如有
学者指出的， 立遗嘱并不是年
轻群体对于死亡的焦虑， 而是
他们选择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
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 ，
给自己一个合法的保障。

□一刀 （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