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学安 ： 随着股市开始火
热， 微信、 QQ等网络社交平台
上的一些 “荐股黑群” 也开始活
跃 。 群内有所谓 “庄家 ” “大
V” 进行忽悠式荐股， 侵害股民
权益。 不法分子常以电话推荐、
主动拉入等方式将部分股民诱入
“荐股黑群”， 再通过诈称自己或
团队是 “大V” “股神” 操控股
民牟利 。 杜绝 “非法荐股 ” 乱
象 ， 这需要股民识别常见荐股
“套路”， 也需要监管部门联合出
击， 严肃整治非法荐股、 操纵市
场等股市 “黑嘴” 乱象。

■长话短说

打破职工 “身份界限”，
有利于培育既有理论水平，
又有较强动手能力的复合
型人才 。 当然 ， 落实好此
项工作 ， 既需要相关政策
护驾 ， 更需要企业增强主
动 性 。 唯 有 如 此 ， 才 能
激发职工创新热情 ， 创造
更多经济效益 ， 也期待更
多企业对此重视起来。

■网评锐语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隐患墙”上赛技能值得学习借鉴

□杨李喆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违法

多为职工
防暑降温出“凉策”

钱夙伟： 在6月中下旬部署
全面开展2020届高校毕业生就业
统计核查工作后， 教育部近日又
印发通知， 决定严格核查各地上
报的就业数据。 就业率是对教育
质量的检验， 是对学校教学的鞭
策和激励， 准确地统计就业率，
有利于教育主管部门合理安排教
学资源， 因此， 高校毕业生就业
率不容注水。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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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股市“黑嘴”乱象
需要多措并举

打破“身份界限”可激发职工创新热情

网红违规踩踏丹霞地貌应重罚
近日， 一网红博主发布了一

条 “探秘丹霞地貌” 的视频引关
注。 视频中， 当地标有 “禁止入
内” 的牌子， 该博主和一女子越
过栏杆 ， 疑违规进入景区并踩
踏。 7月6日， 靖边警方表示正在
调查， 称该网红博主来时景区还
未开园， 不允许进入。 目前， 警
方联系上了带博主进去的村民。
已传唤当事人。 男子是否造成破
坏还需通过有关部门的鉴定。 据
悉， 丹霞地貌形成经千亿年， 受
损后600年也难恢复。 （7月8日
《北京青年报》）

很明显， 网红不顾 “禁止入
内” 的标牌， 擅入丹霞景区属于
违规行为， 其不仅违反了景区管
理规定， 亦可能对丹霞地貌构成

破坏。 由于丹霞地貌的形成需要
上亿年时间， 且极为脆弱， 属于
不可再生资源， 一旦造成破坏的
话， 就无法通过人工恢复正常，
损失难以估量。 可见， 对于此种
恶意违规行为 ， 应依法予以处
罚， 涉事平台亦要承担相应的内
容审查责任， 对该网红博主施以
惩罚措施。

据专家介绍， 游客在丹霞地
貌上留下的一个脚印可能需要
600年或者更久， 才能恢复。 近
年来， 各地多次出现违规破坏丹
霞地貌的行为， 可处罚力度过于
轻微， 没有达到警示效果。 2018
年， 甘肃张掖七彩丹霞景区就发
生过一起多人破坏丹霞地貌事
件， 一行人不仅破坏丹霞地貌，

还拍摄视频炫耀， 但事后仅处以
批评教育， 令大众感到不解， 如
此轻微怎能以儆效尤。

因此， 针对此类破坏丹霞地
貌的行为， 相关部门有必要提高
惩罚力度 。 2017年 4月 ， 三名
“驴友” 为攀爬巨蟒峰， 在山体
打入了26根岩钉， 最终因故意损

毁名胜古迹而被判刑， 而且被判
赔偿600万元， 这个案例的判罚
轰动一时， 并起到了震慑效果。
可见， 对于那些不遵守法律和景
区规则， 肆意破坏自然风貌、 名
胜古迹的恶劣行径， 就应施以重
罚， 让其付出高昂代价。

□江德斌

单位以试用期为由， 不为员工缴纳社保， 这合
法吗？ 人社部7月6日表示， 当然是不合法！ 用人单
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未办理社会保险
登记的， 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其应当缴纳的社
会保险费。 企业在试用期期间也必须为员工缴纳社
保。 （7月6日 中新网） □老笔

高校毕业生
就业率不容注水

“七一” 前夕， 江苏省兴化
市举行了由兴化市总工会、 市应
急管理局联合举办的以 “靶向企
业 ‘安康’， 工会聚力护航” 为
主题的安全管理专业技能竞赛，
主要检验参赛人员安全业务理论
知识储备以及实际工作中现场隐
患排查等方面的能力。 竞赛现场
专门设置 “隐患墙”， 让参赛选
手找隐患、 促整改。 新颖的比赛
形式激发了参赛者的兴趣。 （7
月8日 《工人日报》）

过去企业在安全生产竞赛
上， 往往重安全理论知识， 而轻

安全实践操作。 导致的结果就是
安全知识背得滚瓜烂熟， 安全隐
患排查缺少经验。 而此次兴化市
总工会举办安全管理专业技能竞
赛， 以实战为主， 重视职工对安
全隐患的排查。 正如有些参赛选
手说的， 这次竞赛让其再次温习
了安全生产的一系列法律法规，
同时提升了隐患排查能力。

以“隐患墙”为靶子，注重职
工的实际操作， 这就是培养职工
排查事故的本领。“隐患墙” 上的
20张施工、 生产现场安全隐患图
片，都是精心挑选，出现频率较多

的隐患图片。让参赛者进行归类，
排找隐患、进行整改，这样的比赛
方式很独特，也很靠谱。

千里之堤， 溃于蚁穴。 企业
安全生产要注重平时安全隐患的
排查， 不要等问题大 了 ， 才 想
起排查安全隐患。 安全工作重
如 泰 山 ， 丝 毫 马 虎 不 得 ， 同
时 ， 还要有超前意识 。 兴化市
总工会未雨绸缪， 防患于未然，
一切为了企业着想 ， 以 “隐患
墙” 为靶子， 这样的技能竞赛靠
谱， 值得学习借鉴。

□刘宝庆

为进一步做好夏季劳动保
护和防暑降温工作， 上海市总
工会近日精心制定 “凉策 ”，
下发 《关于组织开展2020年夏
季职工劳动保护和防暑降温工
作的通知》， 要求各级工会认
真履职尽责， 推动落实用人单
位劳动保护主体责任； 丰富内
容载体， 广泛开展高温季节服
务职工活动； 加强宣传教育，
推动提高职工劳动保护意识和
能力 ， 确保职工平安度夏 。
（7月8日 《工人日报》）

入夏以来， 我国许多地方
持续出现高温天气， 这给在户
外工作的劳动者， 尤其是建筑
工人、 环卫工人们带来了诸多
不利的影响。 在烈日下， 很多
工地的建设者战高温 ， 抢进
度， 保工期； 环卫工人们也是
冒酷暑， 扫大街， 保整洁。 可
以说， 高温下的劳动者们确确
实实很辛苦。

我们欣喜地看到， 各地纷
纷组织慰问在烈日下工作的职
工， 有的送矿泉水， 有的送水
果， 有的送毛巾， 有的送清凉
油……等等 。 虽然送的 东 西
不多 ， 但这种 “高温关怀 ”
却令户外劳动者们感动 ， 使
他们在高温下能切实感受到政
府的关爱。

笔者以为， 给予户外劳动
者们 “高温关怀”， 除了给他
们送去凉饮、 水果、 毛巾、 清
凉油等物资外， 各级政府和部
门要因地、 因时制宜， 建立健
全防暑降温预案， 合理安排工
期， 避开高温作业， 做好后勤
补给 ， 让高温下奋战的劳动
者们真正感受到足够的 “清
凉 ” 。 因为 “高温关怀 ” 不
仅 是 对 劳动者尊重关爱的有
效表达， 也是以人为本的要求
和具体体现。

此次， 上海市总工会专门
下发 《通知》， 精心为职工防
暑降温制定 “凉策”， 确保职
工平安度夏， 此举无疑是为广
大户外劳动者 “撑了腰”， 也
给户外劳动者吃了一颗 “定心
丸”， 是一项实实在在的 “高
温关怀”。 笔者以为， 这样的
“凉策” 不妨再多些。

□叶金福

目前， 很多企业里工人通道
的顶端是高级技师， 横向比较和
高级工程师的地位差不多， 但待
遇上却要差很多。 许多工人只能

评技师， 评不了工程师， 也转不
了管理岗位， 身份固化影响了生
产服务岗位人员学技术、 搞创新
的积极性 。 如何让职工发明家
“有里有面儿、 名利双收”， 成了
当下亟待解决的难题。 辽宁省一
些大型企业进行了打破职工身份
界限的探索和实践， 即工人可考
专业技术职称， 专业技术人员可
考技能职业资格。 不过， 目前试
点 “双师制” 的多是大型企业，
很多中小型企业对推动技能人才
参评专业技术职称并不积极 。
（7月8日 《工人日报》）

诚如媒体报道， 当下， 有一
些青年工人不爱学技术， 很重要
的一个原因就是职工的身份基本
固化， 即工人只能按照初级工、

中级工、 高级工、 技师、 高级技
师晋升， 而大学生毕业入职后，
则按助理工程师、 工程师、 高级
工程师等晋升， 而这种固化的身
份 往 往 要 伴 随 一 名 职 工 到 退
休 。 如此之下 ， 不仅让人才创
新被身份 “桎梏”， 而且也不利
于事业的发展。

打破职工身份界限对于激发
职工创新活力， 以及推动企业创
新发展， 具有着积极意义。 以辽
宁省的探索和实践为例， 即工人
可考专业技术职称， 专业技术人
员可考技能职业资格。 此举既破
除了职工身份基本固化的藩篱，
又能够激发起普通职工， 尤其是
生产服务岗位人员积极上进的热
情。 可以说， 惠利的是职工个人，

更是企业的长远发展。
以鞍钢集团为例， 根据集团

去年出台的职称评审管理办法，
获得技师资格后从事技术技能工
作满3年， 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
工程师； 获得高级技师资格后从
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 可申报
评审相应专业高级工程师。 于职
工而言， 多了一条上升通道， 他
们更有奔头了， 政策一出， 立即
引来612名生产服务岗位人员报
考专业技术职称。

正如前述， 打破职工身份固
化限制， 让职工个人增添活力，
也为企业发展注入了动能， 同样
可促进人才合理流动， 提高技术
技能人才待遇和地位， 形成对技
能人才尊重的氛围。

亦如有专家表示， 给技能人
才晋级加薪并不是加重企业的负
担， 而是留住了人才， 是促进企
业长远发展的良方。 毕竟， 唯有
保护好人才、 利用好人才， 才能
夯实事业发展之基。

综合而言， 打破职工 “身份
界限”， 有利于培育既有理论水
平， 又有较强动手能力的复合型
人才。 当然， 落实好此项工作，
既需要相关政策护驾， 更需要企
业增强主动性 。

诚如专家建言， 部分中小企
业应当转变观念， 建立人才评价
管理长效机制， 同时兑现福利待
遇。 唯有如此， 才能激发职工创
新热情， 创造更多经济效益， 也
期待更多企业对此重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