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雪： 自去年年底以来， 全
国已有628个教育APP通过教育
行政部门的备案核验。 近日， 记
者随机下载使用其中50个APP，
发现一些乱象依然存在。 加强对
各学段教育和各类教育APP的规
范， 对促进 “互联网+教育” 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下来看， 各
相关职能部门对媒体报道的这些
乱象， 亟待引起重视， 形成治理
合力。

“解冻 ” 低温津贴离不
开硬举措。 从劳动关系双方
看， 于劳动者 ， 有必要熟知
自己的合法权益 ， 对于低温
津贴不发放的 ， 应及时向用
人单位管理者反映 ， 更或者
向工会等进行反映以伸张自
身权利 。 于用人单位 ， 应认
识到落实好低温津贴有利于
保障劳动者健康权益 ， 更有
利于事业的发展 ， 所以津贴
该落实的一定要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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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让职工过个文化年

“解冻”低温津贴期待更多硬举措

治理教育APP乱象
需要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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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直说■每日图评

“限塑令”
要全方位实施

春节“反向红包”折射感恩意识

近期， 上海市总工会就建立
低温津贴制度开展线上调查， 共
有7000多名职工参与 。 数据显
示， 84%的受访职工从未听说过

低温津贴， 83%的受访职工认为
室内温度低于5摄氏度、 气温较
低时， 所有室外岗位都应该发放
低温津贴， 90%以上的受访职工
认为上海应建立低温津贴制度。
（1月20日 《工人日报》）

7000多名职工84%的受访职
工从未听说过低温津贴， 这样的
低温津贴知晓率并非个别现象，
也就不难想象低温津贴落实率。
这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低温津贴沦
为 “纸上福利”。 即便是 “低温
津贴只是在 《最低工资规定》 中
提及， 尚无国家标准” 是事实，
但地方上也有着低温津贴相关规
定， 于此， 增强低温津贴落实率
十分必要。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
录》 中 “低温” 被列为职业病危

害因素之一。 《最低工资规定》
规定， 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
情况下， 用人单位应支付给劳动
者的工资在剔除中班、 夜班、 高
温、 低温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
的津贴后， 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
资标准。 根据 《低温作业分级》
国家标准， 在生产劳动过程中，
工作地点平均气温等于或低于5
摄氏度的即为低温作业。

上述都是劳动者享受低温津
贴的法规依据。 而低温津贴落实
难， 很大程度上在于三点， 一是
用工主体认识不到落实低温津贴
是法定之责； 二是劳动用工监管
力度不够， 导致了用工单位落实
相关规定不利； 三是劳动者对自
己的权益不甚了解， 甚至存在维
权能力不足的问题。 这些均为低

温津贴不落实埋下了伏笔， 更直
接侵害了劳动者权益。

“解冻” 低温津贴离不开硬
举措。 制度保障是基础。 在新近
召开的上海市两会上， 相关人士
就建议尽快建立上海市低温津贴
制度 ， 应对执行主体 、 发放对
象、 发放条件、 发放数额、 发放
时间 、 发放形式等作出相应规
定， 并参照高温津贴制定和调整
的做法， 由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
机制协商制定， 经市政府批准后
发布。 其实这很有必要， 且具有
推广价值。

同样， 劳动监管执法也不能
缺位。 比如， 劳动监管部门在低
温季节要多对用人单位进行执法
检查， 督促用人单位落实低温津
贴发放； 各级工会， 一方面有必

要做好低温津贴相关权益知识的
普及； 另一方面不妨将低温津贴
发放纳入工资集体协商渠道， 以
更好地维护好劳动者合法权益。
另外， 更期待高寒天气下职工室
外作业劳动保护有关政策法规的
出台。

从劳动关系双方看， 于劳动
者 ， 有 必 要 熟 知 自 己 的 合 法
权益， 对于低温津贴不发放的，
应及时向用人单位管理者反映，
更或者向工会等进行反映以伸张
自身权利。 于用人单位， 应认识
到落实好低温津贴有利于保障劳
动者健康权益， 更有利于事业的
发展， 所以津贴该落实的一定要
落实， 而且在冬季寒冷作业场所
提供防寒采暖设备， 这也是道义
所在。

1月17、 18日 ， 东城区建国
门街道总工会2020年新春游园会
在北京文博交流馆 （智化寺） 热
闹举行。 本次活动共接待了来自
建国门9个社区的小微企业职工、
户外工作者、 企业职工等300余
人。 （1月20日 《劳动午报》）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满足职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很
大程度上体现在文化的富有、 精
神的富足上。 翻看今年的 “文化
年货” 清单， 可谓精彩纷呈， 除
了要组织好写春联送春联、 文艺
演出等传统项目外， 还应举办好

民俗巡游、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等活动， 同时把 “政府主导、 企
业主力、 职工主体” 贯穿始终 ，
切实打通文化惠民的 “最后一公
里”， 充分满足不同职工群体不
同的文化消费需求。 看一部贺岁
电影， 踩一次高跷， 玩一把舞龙
舞狮……这些场景一经呈现， 节
日的味道立竿见影 ， 对职工而
言， 只有积极参与其中， 捧场各
类文化活动， 才能感受到春节文
化的魅力， 不断增强文化自信，
真正把年味留住。

春节文化历久弥新， 既要保

护好、 传承好传统的文化元素，
还应增添更多具有时代特征、 地
方特点的内容， 这样才能让传统
年味变得更加浓香、 更富活力。
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 春节文化
新内涵不断彰显， “网络上的春
节” 业已成为一种过年新常态，
这就需要线上线下互动， 新旧媒
体互补， 让各个领域的文化搭乘
上 “互联网+” 的快车。 只有不
断拓展其外延， 丰富其内涵， 树
品牌、 造名片， 才能让春节文化
如 “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 更有
魅力。 □徐剑锋

春节来临， 南京林业大学家
居与工业设计学院的辅导员李雍
为学生布置了一道 “特殊的寒假
作业”， 即为父母制作一份过年
“红包”。 学生交上来的作业令人
“暖心”： “红包” 里包着带有全
家福的日历、 漫画记录的父母生
活点滴、 绘制自己擅长的拿手好
菜供父母春节点菜…… （1月21
日澎湃新闻）

最近几年， “反向春运” 成
为一个充满时代感的网络热词。
而 “反向春运 ” 背后所折射出
的， 实际上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变
革。 如果说过年的时候父母给子
女发红包， 寓意的是希望， 寄托

的是祝福 ， 那么我们套用一下
“反向春运” 的概念， 不妨把子
女给予父母的红包， 称之为 “反
向红包”， 而背后体现出的， 则
是子女对父母的一种感恩。

新闻中的大学生们， 因为还
没有正式参加工作， 没有经济来
源， 所以他们在过年时给予父母
的“暖心红包”，里面装的并不是
金钱，而是一颗感恩的心。打开这
些大学生作为作业交给老师的
“反向红包”， 里面有的是带有全
家福的日历， 有的是以漫画形式
记录的父母生活的点点滴滴，有
的则是自己擅长的拿手菜菜单，
以供父母在过年时点菜……

子女向父母表达爱的方式没
有固定的模式， 只要我们是从心
里感恩父母， 只要我们愿意把这
种感恩从意识化为行动， 就一定

能够带给父母莫大的宽慰， 就一
定能够让即将到来的春节变得更
加温馨、 温暖、 温情。

□苑广阔

临近春节， “打车难” 问题又陆续在不少
大城市出现 ， 大多数网约车平台开始加收
“春 节服务费 ”。 日前 ， 美团打车APP上线的
“出租车感谢费 ” 功能 ， 因涉嫌扰乱公共定
价的出租车费用被平台下线。 而市场定价的网
约车仍计划在春节期间收取 “司机过节费 ”。
(1月20日 新华社) □朱慧卿

1月19日 ， 国家发改委 、
生态环境部印发 《关于进一步
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 》，
明确了未来一段时间内治理时
间表和路线图。 比较12年前的
“限塑令”， 新版 “限塑令” 在
塑料制品制造和使用方面提出
了更严格的要求， 企业违规行
为将被列入失信记录。

经过多年宣传、 普及， 不
可降解的塑料制品对于环境造
成破坏的知识， 大多数人耳熟
能详， 而且处处可见。 但人们
为什么仍然热衷于使用塑料制
品呢 ？ 因为它确实 “价廉物
美”， 实用、 便捷， 因而使用
范围越来越广 ， 数量越来越
大， 颇有失控势头。 这也是为
什么12年前的 “限塑令” 未能
得到有效执行的重要原因之
一。 新版 “限塑令” 虽然有了
治理时间表和路线图， 但执行
环境只能说更严峻了， 因此，
治理措施需要全方位、 更严格
的执行。 这里的全方位， 指的
是塑料制品从生产、 流通， 到
使用、 回收、 处置的全过程和
各环节， 特别是宾馆、 酒店、
超市以及电商、 快递、 外卖等
塑料制品使用大户， 应在严限
严管之列。

从起点抓， 遏制了不合格
塑料制品的生产， 流通、 使用
就失去了来源， 这是 “根治”，
见效最快 。 在使用环节 ， 最
需 要 下 大 气 力 治 理 的 是 塑
料 制 品 使 用 大 户 。 如电商 、
快递 、 外卖产生的大量垃圾
中 ， 塑料制品就占了相当比
例， 整治乃至处罚这些大户，
也就遏制了塑料制品泛滥的
“干流”。 即使使用的是合格的
塑料制品， 也有一个如何回收
与处置的问题。 这项工作可以
和即将实施的垃圾分类结合起
来实施。

治理塑料污染， 还有一个
“堵疏并举” 问题。 限制塑料
制品， 不能限制生活所需， 推
广 使 用 环 保 布 袋 、 纸 袋 等
非 塑 料制品和可降解购物袋
的工作必须跟上， 并且尽快使
人们接受， 才能有效巩固治理
成果。

□一刀 （资深媒体人）

天歌： 一些大学生在网上直
呼 ， “放假回家 3天就被爸妈
‘嫌弃’ 了”。 其实不只是回家过
寒假的大学生， 很多已经参加工
作， 回家过年的年轻人， 也同样
会遭遇父母的唠叨。 能够在春节
有家可回， 回家以后还能被父母
唠叨的人， 是幸福的， 这种幸福
是值得珍惜的。 作为年轻人， 应
该对父母多些体谅与理解， 除了
主动约束、 收敛一些父母看不过
去的生活习惯、 做法， 更加重要
的是不要忘记了自己春节回家的
真正意义是什么， 要学会对父母
多些陪伴。

春节被唠叨
是值得珍惜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