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困难职工帮扶既离不开
“输血 ” 更离不开 “造血 ”。
更须认识到， 职工的生活工
作情况会随时发生变化， 因
病致困、 因灾致困等， 均有
可能发生， 这也正需要用工
主体及工会多关注。 当他们
遇到困难时， 第一时间伸出
援手。

■网评锐语

“黑长途”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快递小哥”融入城市须从制度层面破题

多为困难职工打造“造血式”帮扶机制

从源头上防范
校园贷风险

■两会观察

天歌：15日， 武汉市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正式开始放寒假。 不
少家长为如何规划孩子的假期犯
了愁 。 在媒体举办的 “市民有
约” 热线节目中， 有教育界人士
表示， 家长应尊重孩子自身的感
受和想法， “规划假期之前可先
开家庭会议， 引导孩子学会规划
时间 ， 别让孩子感觉寒假被安
排。” 寒假怎么过， 大人做主导，
但也要尊重孩子的选择权， 认真倾
听孩子的意见， 不能搞 “一言堂”。

孩子寒假怎么过
家长别搞“一言堂”

张连洲：近年来，屡屡曝出在
校大学生深陷“校园贷”， 造成恶
劣的社会影响。 在此背景下， 教
育部、 银监会等三令五申， 依法
对 “校园贷” 进行整治， 甚至禁
止任何网贷平台向在校大学生发
放贷款。 不过， 媒体近日调查发
现， 虽然在政策背景下， “校园
贷” 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但
并未彻底远离校园 。 对于非法
“校园贷”， 不仅要叫停， 而且要
依法严惩。 同时， 加强对网贷平
台的监管， 从源头上防范和化解
校园贷风险。

□杨李喆

■世象漫说

春运期间， 大量乘客选择道路客运返乡 。
近日， 新华社记者在江苏、 浙江、 安徽多地调
查发现， 部分正规车站内的长途汽车上乘客稀
少、冷冷清清，而站外揽客的“黑长途”大巴车上
却人头攒动、红红火火。 (1月15日新华社)

□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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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每日图评

应对花式裁员
需要见招拆招

亲人团聚就是最好的“年夜饭”

事实上 ， 成千上万的配送
“快递小哥”， 在走街串巷时， 经
常默默地为他们所在的城市作着
贡献。 共青团北京市委近日发布
的 《北京市 “快递小哥” 群体调
查报告》 显示， 有超过六成的被
调查 “快递小哥” 表示， 在送外
卖或者快递的过程中帮过他人。
除了捎带手助人为乐外， 越来越
多的 “快递小哥” 以新市民的姿
态融入城市， 甚至成为城市基层
治理的积极参与者。 （1月16日
《中国青年报》）

相关数据显示， 2018年， 全

国快递业务量突破500亿件， 这
离不开超过300万快递从业人员
的辛勤劳动。 “快递小哥” 以新
市民的姿态融入城市， 甚至成为
城市基层治理的积极参与者。 然
而， 他们普遍存在多重困惑， 如
工作时间长、 劳动强度大； 劳动
关系复杂， 职业保障差； 社会认
同不高， 城市融入难， 是城市里
“最熟悉的陌生人”。

“快递小哥” 融入城市， 须
从制度层面破题。 首先， 应通过
顶层设计， 制定快递企业用工标
准， 建立一支专业、 固定的 “快

递小哥” 队伍， 提高工资、 福利
待遇， 落实社会保障制度， 改善
他们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 用
人性化管理吸引人、 留住人。 特
别是， “快递小哥” 既是企业的
劳动者， 也是企业的主人； 既有
参加劳动、 为企业创造财富的义
务， 也有获取劳动报酬、 享受物
质和精神文明的权利 。 这 就 要
求 ， 快 递 企 业 还 是 要 致 力 于
改善管理和服务方式， 营造更加
人性化的企业文化， 最大限度地
尊重 “快递小哥” 的基本权利，
事事处处充满爱。 □张西流

在北京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
议工会界别小组讨论会上， 困难
职工帮扶成为了委员们讨论的关
键词。 面对已经到来的脱贫攻坚
收官之年， 工会界别心系困难职
工， 提出尽快建立一套完整的覆

盖困难群体的社会救助体系， 由
“输血式 ” 向 “造血式 ” 转化 ，
从源头上斩断导致困难职工贫困
的原因 ， 真正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 （1月16日 《劳动午报》）

不同的困难职工面对的困难
不一样， 在对其帮扶上也就不能
仅限于一招一式， 而有的困难职
工更有可能需要久久为功。 诚如
北京市政协工会界别小组前期调
研显示，“目前困难职工解困脱困成
效是有赖于相应的帮扶措施达成
的。如果这些措施停止实施，有部
分职工的生活可能再次陷入困
境。”故此，针对困难职工，建立完
善长效帮扶机制很有必要。

本次政协全会上， 工会界向
大会提交建议， 就切中了困难职

工现实及长远需求， 比如， 由市
民政部门牵头统筹规划和组织实
施符合北京市实际的一套完整的
社会救助体系； 突出教育资助和
就业帮扶， 加大 “造血式” 帮扶
政策力度； 对重病、 残疾等难以
脱困的深度困难职工家庭实施兜
底帮扶； 发动和引导慈善协会等
社会力量等等。

其中加大 “造血式” 帮扶政
策力度， 笔者以为， 应该重视并
在实践中加以侧力 。 简单来理
解， “授人以鱼” 不如 “授人以
渔”， 只有让困难职工及其家庭
中有劳动力的获得相应技能， 才
能为其注入家庭增收的动能， 促
使其真正实现长久脱困。 从这个
意义上讲， 有针对性地对未就业

职工及家属技能培训和就业安置
等加大力度， 就凸显重要。

北京市总工会在2018年曾印
发 《关于进一步做好困难职工解
困脱困工作的实施办法 （修订）》
的通知 ， 在分类实施帮扶措施
中， 通过就业帮扶实现解困脱困
被排在第一位， 其中就明确将有
劳动能力的困难职工家庭纳入政
府主导的积极就业政策， 实施个
性化就业帮扶， 鼓励困难职工家
庭成员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就业等
等， 这些同样是在造血上施力。

当然， 对于困难职工帮扶过
程中的问题也不能忽视。 本次政
协全会上工会界委员就指出， 目
前， 由于涉及困难群体的信息源
头多元、 标准不一致， 在工作的

整体性、 系统性和标准化方面需
要进一步完善， 需要进一步优化
帮扶资源使用效能。 从这一层面
讲， 困难职工帮扶不仅要精准摸
底与精准施策， 更亟待打好 “组
合牌”， 让帮扶资源配置及成效
实现最优化。

综合而言， 困难职工帮扶既
离不开 “输血 ” 更离不开 “造
血”。 更须认识到， 职工的生活
工作情况会随时发生变化， 因病
致困、 因灾致困等， 均有可能发
生 ， 这 也 正 需 要 用 工 主 体 及
工 会 多关注 。 当他们遇到困难
时， 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同样，
也应充分发动和引导慈善协会等
社会力量， 以共同改善困难群体
的生活。

时至岁末， 裁员的话题引
发员工的高度关切。 记者调查
发现， 为了保证裁员进度， 乃
至尽可能地帮助企业节约裁员
成本， 企业HR会有一些自己
的 “套路”。 比如， 不合理的
工作安排、 无故降低福利待
遇 、 不合理的纪律考核等花
式裁员手段让许多劳动者被迫
忍气吞声。 （1月16日 《工人
日报》）

企业裁员必须依法依规进
行， 花式裁员已经不是简单的
职场套路， 而是涉嫌 “花式违
法”。 在这方面， 纵然企业有
多少花招， 员工只需要运用好
法律武器， 就能见招拆招， 有
力维护自身权益。

首先， 敢于较真， 不忍气
吞声。 面对企业的花式裁员，
一些劳动者往往被迫接受 ，
甚 至 在 负 责 人 的 暗 示 下 ，
主动辞职走人 。 这样一来不
仅难以争取到自己的合法权
益， 而且纵容了企业的任性违
规 ， 愈 发 有恃无恐 。 对此 ，
敢于较真， 据理力争， 才是正
确的应对之道。

其次， 学会辨别， 不盲听
盲信。 一些裁员理由， 听上去
冠冕堂皇， 实则不值一辩。 比
如， 末位淘汰是不少企业惯用
的伎俩， 以劳动者不能胜任工
作为由予以辞退。 然而， 末位
是自然排序， 每个员工都可能
排到末位， 仅此一点并不能证
明其工作能力不行， 不符合用
人单位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
法定条件。

此外 ， 借助外力 ， 不单
打 独 斗 。 被 粗 暴 辞 退 的 员
工 并 不 是 “一 个 人 战 斗 ” ，
除 诉 讼 外 亦 有 其 他 维 权 渠
道 。 一方面可以寻求企业工
会的支持。 根据 《劳动合同
法 》 规 定 ， 工 会 在 劳 动 合
同 解 除 中 负 有 监 督 职 责 ，
有 权 要 求 用 人 单 位 纠 正 违
规做法 ， 为劳动者提供权利
救济途径。 同时， 也可以向劳
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依法申请调
解、 仲裁， 或是向有关部门检
举和控告。

□张涛

一年到头三百六十五天， 除
夕夜的年夜饭是大家最期待的一
顿饭， 也是最热闹、 最开心的团
圆时刻。 2020年的年夜饭就要来
了 ， 今年 ， 你们家打算怎么吃
呢？ （1月16日 《西安日报》）

近年来，“年夜饭” 经济一年
比一年火爆。一进入腊月，很多酒
店就纷纷打起了“预订年夜饭”的
广告， 大部分酒店年夜饭包厢早
早被订空。在餐厅爆满的情况下，
也有不少人把目光转向了 “半成
品”———自己做嫌累，去饭店吃又
怕堵车、停车难，购买半成品，既
简单方便，又实惠丰富。

由自己做到订酒店， 再到网

购半成品、 年夜饭外卖等， 年夜
饭吃法变化的背后， 实际上是时
代的变化。 时代在发展， 社会在
进步， 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在与时
俱进， 年夜饭消费模式亦不可避
免发生变化。 不过， 无论年夜饭
在形式上有什么变化， “团圆”
的内涵不会改变。 “外出去饭店
用餐挺不错， 购买半成品或者自
己买菜在家里一起动手也非常圆
满 。 各有各的好 ， 视情况而定
嘛！” 的确， 只要亲人团聚， 无
论选择何种方式 ， 都是最好的
“年夜饭”。

诚如有业内人士认为， 年夜
饭的花样吃法， 归根结底是消费

升级、选择多样化的表现。从前物
资匮乏， 年夜饭把大家聚集在一
起吃一些平常难得吃到的东西，
而随着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一年
到头一起吃顿好的” 已不再是大
家看重的， 亲人团聚的意义变得

愈加突出。过年没有固定的形式，
年夜饭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吃法。
只要不脱离团圆、喜庆、亲情、友
爱、平安、健康等理念，一家人能
够其乐融融、开开心心聚在一起，
年夜饭怎么吃都有味儿。 □付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