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1日， 丰台大成路附近
一超市因违反 《北京市生活垃圾
管理条例》， 被市城管执法局立
案调查， 并将面临3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款。新《条例》实施以
来， 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已检查各
类宾馆、饭店餐饮行业、机关事业
单 位 、 楼 宇 物 业 等 1.5万 余 家
（个）， 对其中存在问题的2450家
单位予以批评教育、 警告和责令
改正。（5月12日 《北京日报》）

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不言而
喻，但从现实来看，一些单位和个
人，还没有对此重视起来，甚至不
按规定进行垃圾分类。 北京市在
开展垃圾分类检查中发现， 目前
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有， 未指定专

人负责指导、监督垃圾分类工作，
未按规定设置并管护生活垃圾分
类收集容器， 未将生活垃圾分类
投入相应标识的收集容器、 生活
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混装混运。

可以说 ， 规范垃圾分类管
理， 既离不开强有力的宣传、 调
动起广大群众参与的积极性， 更
离不开对相关违规行为的惩治，
从而倒逼人们垃圾分类更加规
范。 据了解， 5月11日起， 北京
市城管执法部门重点对前期已履
行告知、 警告、 责令整改等执法
程序， 对依然存在违法行为的单
位进行处罚。 开罚意味着 “动真
格”， 无疑能够起到震慑作用。

让垃圾不分类吃罚单成常

态 ， 才能促进垃圾分类更加规
范 。 当然 ， 于每个人都应认识
到， 罚单终归只是手段， 其终极
目的是为了通过分类， 推进垃圾
的减量化、 资源化、 无害化， 让

生态环境更宜居。 于此， 垃圾分
类 理 应 成 为 每 个 人 的 守 法 自
觉 与 行动自觉 ， 甚至对违法违
规行为勇于抵制， 这也是公众的
担当所在。 □杨李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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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安心服务证”是有益探索

援企稳岗筑牢保就业民生底线

防灾减灾救灾
人人都是主角

■劳动时评

□吴学安

■世象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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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图评

垃圾不分类吃罚单应成常态
■有话直说

没有职工苦干
何来企业践诺？

工作经验、 健康信息、 职业
技能证书、 客户评价……只要扫
一扫 “安心服务证 ” 上的二维
码， 家政人员的所有从业相关信
息都 “尽收眼底 ”。 5月11日上
午， 广州市第105场疫情防控复
工复产新闻发布会举行， 由市工
商局、 市妇联联合举办的 “广州市
家政安心服务证” 项目正式启动，
三年内将发放8万张 “安心服务
证”。 （5月12日 《广州日报》）

近年来， 我国家政服务需求
不断增长。 在发展前景向好的同
时， 家政服务业也暴露出有效供
给不足、 行业发展不规范、 群众

满意度不高等问题。
家政服务业乱象的产生， 很

大程度上源于信息不对称， 缺乏
真实透明。 家政 “安心服务证”，
让消费者、 从业人员和家政企业
都安心。 对于消费者来说， 可以
对于保姆的工作经验、 职业技能
等有更加真实全面的了解， 并且
也能像网购一样先看评价再下
单， 被忽悠的风险大大降低。 对
于从业人员来说， 行业评价、 星
级认证将与其个人收入挂钩， 有
不良从业记录的还拿不到 “安心
服务证”。 这在无形中可以倒逼
其老老实实， 练好内功， 赢得客

户口碑， 实现自我价值。 对于家
政企业来说， 行业规范透明有助
于市场良性竞争。

针对家政服务业信用缺失问
题较为突出 ， 去年6月商务部 、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 《关于建立
家政服务业信用体系的指导意
见》， 要求按照政府引导、 企业
为主、 分步实施、 强化应用的原
则， 建立家政服务员和家政企业
信用记录， 建设各级家政服务业
信用信息平台 。 广州推出家政
“安心服务证” 就是一个有益探
索， 其实施效果值得期待。

□张淳艺

文魁 ： 5月12日是我国第12
个全国防灾减灾日， 主题是 “提
升基层应急能力， 筑牢防灾减灾
救灾的人民防线”， 5月9日至15
日为防灾减灾宣传周 。 防灾减
灾面前没有看客 ， 人人都是主
角。 防灾减灾不仅是政府部门的
事， 是全社会的事 、 大家的事 ，
人人都是防灾减灾的参与 者 。
只要我们增强自身的抗灾救灾
意识， 人人参与防灾减灾， 面对
灾害时就一定能将灾害损失降到
最低。

对游客不文明行为
需要严管重罚

付彪 ： 5月10日 ， 有网友微
博爆料， 在泰山景区拍到一段不
文明旅游现象视频， 有游客站在
“五岳独尊” 石刻顶上拍照 ， 不
仅行为危险 ， 也有悖于文明旅
游。 对于爬上 “五岳独尊” 拍照
等不文明行为， 提高违法成本恐
怕更为重要。 文明靠教育引导 ，
也靠严管重罚， 这样才能让文明
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才能避免
脚踩 “五岳独尊” 拍照等事件一
再上演。

堵漏洞
5月9日， 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发布通

报： 2020年3月， 中信银行在未经客户本人授权的
情况下， 向第三方提供个人银行账户交易明细， 违
背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 涉嫌违法违规， 将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 对中信银行启动立案调查程序， 严格
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５月１０日 新华社）

□朱慧卿

就业是民生之本 ， 就业
稳则心定 、 家宁 、 国安 。 做
好 “六稳 ” 工作 ， 落实 “六
保 ” 任务 ， 解决好保市场主
体 ， 促进就业 ， 亟待推出一
系列实招 、 硬招 。 而向重点
行业中小微企业发放的 “援
企稳岗补贴”， 目的就是为稳
就业提供强有力支撑 ， 促进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人社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 截至4月19日， 已有302万户
企业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388
亿元 ， 惠及职工 8076万人 ， 受
益 企 业 户 数 超 过 去 年 全 年 。

失 业 保 险 稳 岗 返 还 政 策 是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防 控 期 间 加 大 援
企 稳 岗 力 度 的 积 极 举 措 。 近
一 段 时 期 ， 各 地 加 力 加 速 发
放稳岗返还 ， 大力开展 “不见
面” 审批， 积极应对疫情影响，
助力企业渡过难关。 （5月11日
《经济日报》）

此前， 北京多项稳就业和支
持中小微企业政策5月6日起落地
实施 。 其中 ， 面向重点 行 业 中
小 微 企 业 发 放 的 “ 援 企 稳 岗
补 贴 ” ， 最 高 标 准 每 人 可 达
4540元 。 从具体内容看 ， 这一
次 的 援 企 稳 岗 补 贴 包 括 以 训
稳岗培训补贴和临时性岗位补贴
两项政策。

就业是民生之本， 就业稳则

心定 、 家宁 、 国安 。 做好 “六
稳” 工作， 落实 “六保” 任务，
解决好保市场主体， 促进就业，
亟待推出一系列实招、 硬招。 而
向重点行业中小微企业发放的
“援企稳岗补贴”， 目的就是为稳
就业提供强有力支撑， 促进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近年来， 由于产业结构的调
整、 经济形势的倒逼和企业兼并
重组等因素， 加上受新冠肺炎疫
情的影响， 劳动者在很大程度上
承担了发展的 “阵痛”， 也在不
同程度上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压
力。 这样的环境下， 实施 “援企
稳岗补贴” 政策， 缓解企业在生
产经营中遇到的暂时性困难就成
为当务之急。

早在今年2月召开的国务院
常务会议就提出， 鼓励地方综合
运用失业保险基金结余等资金加
大援企稳岗力度， 支持有条件的
地方实施缓缴或返还部分社保
费等政策 。 随后 ， 人社部也进
一步要求加快推动失业保险援企
稳岗政策落实 。 稳定劳动者就
业， 是政府的事情， 也是企业的
责任。 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
费和加大失业保险援企稳岗力
度， 是纾解企业困难， 推动企业
有序复工复产， 支持稳定和扩大
就业的有力举措， 也是 “保市场
主体” 实招。

当下， 随着防疫形势持续稳
定向好， 全国各地也陆续复工复
产， 稳就业也在持续有序推进。

援企稳岗更是成为帮扶疫后经济
恢复的重要财政手段之一。 这次
北京的援企稳岗政策进一步聚焦
在中小微企业， 通过岗位补贴、
以训稳岗的方式， 不仅可以缓解
中小微企业的资金链难题 ， 更
能 够 帮 助 中 小 微 企 业 更 好 地
留 住 人 ， 同 时 ， 政 府 部 门 要
坚 持 实 施 更 加 积 极 的 就 业 政
策 ， 坚 持 以 大 众 创 业 、 万 众
创 新 拓 展 就 业 空 间 ， 以 服 务
业 、 新兴 产业加快发展并扩大
就业容量。 而将财政扶持政策更
多地用于中小微企业， 能够对市
场主体形成托举之力， 助推中小
微企业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 提
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进一步夯实
民生的基础。

报载， 某企业实行混改之
初， 员工人心惶惶， 担心民企
唯利是图， 削减职工待遇， 甚
至裁员。 但民企承诺 “不减一
名员工， 不减员工一分钱工资，
不减员工一分钱福利待遇 ” 。
如今一年过去了， 企业不仅兑
现了承诺， 还实现了 “增值”；
不仅让在岗员工享受到改革发
展红利， 还召回了曾经被迫离
岗的老员工。

按说， 这是一则很 “正能
量” 的新闻， 而且读者也应该
对这个结果表示称道 。 但是 ，
通篇读来， 报道的主要内容都
是企业方经营理念如何正确 ，
给职工增加了多少福利， 并且
详尽描写了 “3000万元现金垒
成墙， 特别抢眼” 的 “红包发
放仪式”， 还不止一处写到职工
如何感恩 ， 表示要努力工作 ，
回报企业。 若不是其中一笔带
过了两句 “和国企较为完善的
职工权益维护机制结合起来”，
“因为机制的变化， 焕发了员工的
工作热情， 到年底一算账， 实
现利润总额同比上升70.92%”，
报道几乎把这家企业写成了普
惠职工的慈善机构。

企业经营理念、 机制、 成
果及分配， 与职工的劳动、 贡
献是什么关系？ 不可不查， 不
可不辨； 作为劳动者权益的代
表者、 维护者， 工会组织、 工
人报刊对此应该有清晰的认知、
鲜明的立场。

“企业经营要对政府有利，
对企业有利 ， 对员工有利 ” ，
“发展为了员工 ， 发展依靠员
工， 发展成果由员工共享”， 这
些话都是对的， 但企业发展不
是靠喊口号实现的， 经营成果
是广大职工付出汗水积累起来
的 。 试问 ， “国企较为完善
的职工权益维护机制 ” 是什
么 ？ 如果没有这个机制 ， 混
改还会那么成功吗 ？ “利润
总 额 同 比 上 升 70.92% ” ， 这
样的增幅已属罕见 ， 职工从
中 “分一杯羹 ” 不是理所当
然吗？ 没有职工苦干， 何来企
业践诺？ 又有什么值得职工感
恩戴德呢？

□一刀 （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