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宽窄巷子的小吃与茶
馆， 昆明老街的鲜花和水果， 杭
州四季青的服装与饰品……许多
街区商圈， 也因小店的装点重现
生机与活力。 而偌大中国市场的
复苏，也离不开这一根根“毛细血
管”的点点回温。 疫情发生后，小
店经营受到不同程度冲击。 但好
消息是：昔日的忙碌渐渐回来，复
苏的小店正重新点亮街头。 （5月
12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

眼下随着疫情形势的进一步
好转，“小店经济”烟火气渐旺，驻
足街头巷尾， 不时发现这样的景
象。然而，“小店经济”开始活跃的
同时， 也遭遇了种种困境， 一方
面， 其抗风险能力较弱， 另一方
面，在一些城市治理中，小店有时
不受待见。 如何帮助实体小店振

兴经济、 恢复元气已成为一个亟
待解决的社会课题。

恢复 “小店经济” 元气尚需
多方给力。 首先要对实体小店进
行政策倾斜。 疫后时期， 为了促
进地方经济发展， 不少地方推出
了优惠政策， 比如有的地方通过
发放消费券的形式， 对一些实体
小店进行变相补贴； 有的对承租
国有房屋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 免除上半年3个月租
金。 这些善政措施的出台， 给实
体小店的经济复苏创造了优惠条
件， 值得借鉴和仿效。 其次， 要
对实体小店加大资金扶持力度。
客观地讲，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使
得一些实体小店遭受重创， 此时
尤其需要资金的扶持。 另外， 实
体小店也不能墨守成规， 必须调

整思路， 适应市场需求， 把握机
遇 。 对于一些实体小店来讲 ，
“多措并举” 亦不失为一剂良方。

总之， 恢复 “小店经济” 元
气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 需要齐
抓共管， 形成合力， 既要有政策

上的倾斜与支持， 也要有实实在
在的帮扶行动。 只要措施到位，
精准施策， “小店经济” 的烟火
就会越烧越旺， 人们期待这一天
的早日到来。

□李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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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挽留企业优秀熟练职工是明智之举

企业降本瘦身须保持“正确姿势”

不要让玻璃幕墙
成为鸟类杀手

■劳动时评

□杨李喆

■世象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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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小店经济”需多方给力
■长话短说

防疫二维码
应尽快实现“一码通行”

受疫情影响， 沈阳一部分企
业面临优秀熟练职工流失的风
险。 一些企业纷纷调整薪酬分配
制度，向一线倾斜。有的企业宁愿
中高层管理者降薪， 也保证一线
职工不减薪， 千方百计留住这些
宝贵的人力资源。 许多企业还开
展培训， 为职工规划事业来挽留
人才。（5月13日 《工人日报》）

民间常有 “三年学徒， 四年
帮作” 的说法。 意思是要学好一
门技术， 需要在实践当中经过较
长时间的 “摸爬滚打”， 方可熟
能生巧、 得心应手。 可见， 企业

中培养出一批熟练的技能职工，
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目
前， 由于疫情的影响， 不少企业
复工复产后， 生产和经营上都面
临着许多困难， 出现了一些优秀
的熟练职工纷纷离去的现象， 这
对企业今后的生存和发展， 将会
带来严重的影响， 确应引起政府
和企业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笔者以为，沈阳市政企合力，
想方设法挽留一线优秀熟练职工
的做法是明智之举：首先，能从长
计议谋发展，坚持“要留事业先留
人” 的理念， 为企业的重生和发

展，储蓄了力量。因为优秀的熟练
职工是企业产能的创造者， 是宝
贵的财富，留住他们，就能留住事
业，留住发展的机会；其次，企业
有困难， 管理者带头维护好职工
的权益，能充分凝聚人心，增强职
工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再次，
企业利用业务不饱和、 时间比较
充裕时开展培训，一方面，可以充
实职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减少
他们焦虑和急躁的情绪， 以时间
换得空间。另一方面，也为职工补
充了新知识新技能， 为企业的发
展注入了活力。 □费伟华

戴先任： 最近， 北京市昌平
区一安装了玻璃幕墙的自建居民
房 ， 因反射天空景象太过逼真 ，
导致鸟儿无法分辨， 纷纷撞墙身
亡。 多位专家表示， 随着城市化
进程的加快，除了玻璃幕墙，输电
线、风力发电机、高速公路也成为
鸟类飞行的“暗礁”。 要避免玻璃
幕墙等人类建筑成为野生动物的
“捕猎陷阱”， 要为人类及野生动
物营造更宜居的生态环境。

治理“黑车”
要打好“组合拳”

风铃： 自4月22日起， 北京市
交通执法总队启动为期1个月的
“黑车” 治理第一波次集中整治
行动 。 截至5月11日 ， 共查扣跨
省载客、 市内 “巡游 ” “网约 ”
等各类非法运营 “黑车 ” 550余
辆。 目前， 本市对跨省载客 “黑
车” 全部高限处罚5万元 。 治理
“黑车” 需要政府牵头 、 多部门
齐抓共管综合治理 ， 打好组合
拳， 打疏结合。

回暖
疫情发生以来， 全国多地统筹地方政府与社会

资金， 累计发放消费券达190多亿元。 消费券对消
费产生了明显的提振作用。 专家认为， 发放消费券
主要是为了应对消费增长的下行压力。 发放消费券
效果虽明显， 但不宜长期发放。 (5月13日 《经济
日报》) □老笔

企业人力成本瘦身唯有保
持好 “标准姿势” 才能够惠利
各方。 从劳动者角度来讲， 应
该体谅企业面临的发展困境，
既要注意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
益， 同时， 面对企业 “调整薪
酬、 轮岗轮休、 缩短工时” 等
降本策略时 ， 也不妨多些理
解。 毕竟， 在困难面前， 唯有
理解与尊重， 互信互谅， 才能
有利于共渡难关。

疫情对经济运行冲击明显，
部分劳动者在复工后面临降薪。
降薪、 调薪是疫情下部分企业求
生的自救方法， 同舟共济、 共克
时艰也是当下大部分企业和劳动

者面对危机时共同作出的选择。
也有部分劳动者担忧， 有企业拿
“疫情” 当幌子违法降薪 。 面对
疫情期间的薪资问题， 员工期待
更 多 “话 语 权 ” 。 （ 5月 14日
《工人日报》）

不必讳言， 受疫情影响， 无
论是市场压力或是各项成本都成
了不少企业背负着的大山。 企业
想方设法谋求 “减压” 之道也在
情理之中。 诚如媒体报道， 人力
成本的 “瘦身” 便成了许多企业
的首选之一。 虽然这也是企业应
对危机的无奈之举， 但是企业人
力成本 “瘦身”， 波及到的更是
员工的利益以及饭碗。 也就意味
着， 企业降本瘦身 “姿势” 一定
要合法合规。

梳理法律规定， 用人单位对

劳动者的 “辞退” 或 “裁员” 的
形式是多样的， 针对单个劳动者
的辞退大致可分为协商解除和用
人单位单方解除两种。 但是， 无
论采用哪种方式， 合法是前提。
比如， 许多用人单位在解除与劳
动者的劳动关系中， 通过 “软裁
员 ” “变相裁员 ” “准裁员 ”
“被离职” 等手段， 不花钱或少
花钱让劳动者主动走人， 显然是
违规手段。

此前人社部就专门下发通
知， 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
经营困难的， 可以通过与职工协
商一致采取调整薪酬 、 轮岗轮
休、 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
位， 尽量不裁员或者少裁员。 所
以说 ， 企业在人力成本瘦身方
面， 不仅要依法而行， 更须兼顾

疫情的特殊性， 谨慎使用裁员方
式， 更不应通过变相裁员方式给
员工使绊子。

调岗调薪作为企业人力成本
“瘦身” 的另一种方式， 同样须
依规而行。 劳动关系双方应认识
到， 在疫情防控期间， 要稳定工
作岗位， “协商调整薪酬、 轮岗
轮休、 缩短工时等方式” 都是可
以的。 但是调岗调薪最大前提是
“协商”。 无论是一人一策的个体
协商， 还是充分尊重员工意愿的
集体协商， 这个过程不能缺少。
简言之 ， 调岗调薪唯有依法协
商， 才能规避劳动争议。

当然， 各级政府也应该积极
想办法纾解企业发展面临的困
难。 诚如此前媒体指出， 政府作
为疫情防控的组织者和指挥者，

负有保障企业正常经营的职责，
对疫情下出现的员工基本生活保
障困难， 政府理当有所担当。 所
以， 一方面有必要通过一系列
政策的跟进帮助企业渡难关 ；
另 一 方 面 应 规 范 此 期 间 的 劳
动用工行为 ， 更好地维护好劳
动者权益。

总之 ， 企业人力成本 “瘦
身” 唯有保持好 “标准姿势” 才
能 够 惠 利 各 方 。 从 劳 动 者 角
度 来 讲 ， 应 该 体 谅 企 业 面 临
的 发 展 困 境 ， 既 要 注 意 保 护
好 自 身 的 合 法 权 益 ， 同 时 ，
面 对 企 业 “调整薪酬 、 轮岗轮
休、 缩短工时” 等降本策略时，
也不妨多些理解。 毕竟， 在困难
面前， 唯有理解与尊重， 互信互
谅， 才能有利于共渡难关。

“太乱了，同样是防疫，为啥
每个地方要扫的二维码还不一
样？” 市民葛先生的手机上装了
一大堆疫情防控小程序，公司上
班、体育馆打球、超市购物甚至
是家门口就餐，进门必扫的二维
码都不一样。 同一座城市里，为
何不能一码通行？在疫情暴发初
期，本市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各
自开发了不少防疫小程序，要求
市民进门扫码，即便在“北京健
康宝”普及后，这些五花八门的
二维码也一直没有退出。（5月14
日 《北京日报》）

在防疫期间 ， 各个地区 、
部门 ， 基于不同的防控需求 ，
推出了各种防疫二维码， 都是
利用信息技术、 大数据等， 主
要用于采集居民信息、 追溯出
行轨迹、 区分健康状态等。 在
初期， 这些防疫二维码立了大
功， 在短时间内就迅速采集大
量居民信息数据， 实现技术防
控，提高了整体防控效率。但是，
由于防控二维码来源不一，又不
能相互替代、兼容，市民需要同
时安装一大堆防控二维码， 造
成 “万码奔腾” 的尴尬局面。

从信息技术立场看，各种防
控二维码的技术基础一样，不存
在兼容互通的门槛，关键在于发
布者各自为政，没有打通信息数
据接口， 未能实现二维码互认，
导致呈现“万码奔腾”，不仅造成
了防疫工作的地域分割，亦对市
民形成干扰和麻烦。由于防控二
维码不能互通互认，市民在不同
的场合，需要安装不同的二维码
小程序， 在使用过程中需要辨
识， 无形中增加了识别时间，降
低工作效率。

为适应常态化防控需要，助
力人员有序流动和全面复工复
产，各地需要尽快终结防控二维
码乱象。 先统一本地健康码，终
结“万码奔腾”，将其它防控二维
码一律取消掉，并对采集数据进
行归总、统一保管，制定个人隐
私信息销毁方案，待疫后统一销
毁，防范非法泄露、盗窃。在此基
础上， 再进行全国健康码的统
一，实现跨地区互通互认，让人
员全国流动更便利，促进经济社
会稳步发展。 □江德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