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员工是企业生产 、 经
营的基本动力 ， 是企业的
根基 ， 尊重与善待员工才
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 智
慧和创造力 ， 才能使企业
发展 ， 因此 ， 尊重与善待
员工应该成为企业管理的
基本准则 。 苛待 、 苛责员
工的企业没有前途。

■网评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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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这样的劳模工匠“小灶”开得好

□张刃

■每日图评

城市管理工作林林总总， 环
境卫生只是其中最 “不起眼” 的
内容之一， 很难排上 “重要议事
日程”， 从事这项工作的环卫工
人就更 “不在话下” 了。 然而，
媒体有关环卫工的新闻却并不鲜
见， 这是因为， 他们 “不起眼”

的工作是千百万城市人生活离不
开的， 不能 “不在话下”。

我们看到， 许多城市为环卫
工建设 “暖心驿站”， 让他们工
作间歇能够短暂享受， 或者遮风
避雨； 有的地方为环卫工提供落
户、 住房、 子女入学便利……与
此同时， 我们还看到， 有的人鄙
视环卫工， 甚至伤害他们， 有的
地方苛待环卫工， 甚至用匪夷所
思的 “规定” 刁难他们……

一个最新的事例： 四川省乐
山大佛景区组成督查组， 对干部
职工在岗履职情况暗访督查， 发
现6名环卫工或玩手机， 或脱岗
买东西， 于是 “根据” 景区 《党
风廉洁风险迹象精细化记分管理
实施细则》， 对6名环卫工处以廉
洁记分处罚。 且不说6位环卫工
的轻微过错是否当罚， 把他们等

同于党员干部管理就令人啼笑皆
非， 不知景区管理者在奖励时是
否也照此办理？ 此事曝光后， 景
区管委会表示， “文件对环卫工
不适用， 处罚已撤销”， 可见其
管理的随意性， 也暴露了管理者
对环卫工的苛责。

无独有偶， 更有甚者。 早前
有媒体披露， 西安出台环卫工作
“以克论净” 规定， 在某些作业
区域扫出的灰尘超过5克以上 ，
责任环卫工就会被罚款。 接受采
访的环卫工表示， 其所在班组基
本每个人都被罚过 。 有记者感
叹： 要求如此细微， 环卫工需要
手持细刷， 趴在地上像考古一样
清除地砖缝里的灰尘了 。 事实
上， 各地针对环卫工的类似案例
层出不穷———发现 1个烟头罚 1
元、 佩戴休息超过20分钟即自动

提醒的设备、 头顶烈日踢正步培
养团队意识……

某些管理者为什么如此苛待
环卫工？ 表面说是 “管理水平不
高”， 严格讲就是既不懂得尊重
人格， 又不懂得依法办事。 环卫
工的人格与包括管理者在内的其
他人都是平等的， 尽管工作岗位
不同， 但没有任何理由被歧视、
被苛待。 涉及环卫工切身利益的
规定， 依法应该通过民主管理程
序提交职代会或职工代表大会审
议通过， 至少应该征求职工的意
见。 严格管理没错， 考核也很必
要， 但必须合情合理， 不能由管
理者说了算。

值得注意的是， 现在许多城
市的环卫工大部分是外来务工
者， 并且严重老龄化， 有统计数
据称 ， 50岁以上的环卫工占了

80%以上 。 他们文化程度不高 ，
自我维权意识差， 某些管理者正
是利用了这一点， 苛待环卫工 ，
因此尤其恶劣。

现实中， 不仅环卫系统， 不
少企业都存在苛待 、 苛责员工
（特别是农民工） 问题。 某些人
以管理者自居， 无视法律规定，
无视职工权益， 无视他人尊严，
制定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动辄罚
款、 处分。 员工迫于就业压力，
大多忍气吞声。 这种现象不能再
继续下去了。 员工是企业生产、
经营的基本动力 ， 是企业的根
基， 尊重与善待员工才能调动他
们的积极性、 智慧和创造力， 才
能使企业长远发展， 因此， 尊重
与善待员工应该成为企业管理的
基本准则。 善待员工， 就是善待
企业的未来。

为认真落实好 《承德市总工
会关于深入推进职工技能提升工
作的实施意见》 精神， 鼓励和支
持一线技术工人广泛开展创新创
造， 不断提升技术技能素质， 培
育和造就一支知识型、 技能型、
创新型高素质职工队伍， 在加快
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充分发 挥 工
人 阶 级 主 力 军 作 用 ， 近 日 ，
承 德 市 总 工 会 研 究 决 定 ， 对
20家 市 级 重 点 劳 模 和 工 匠 人
才创新工作室分别补助经费2万
元或1万元， 共补助经费25万元。
（7月14日 《河北工人报》）

承德市总工会给20家市级重
点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分
别给以补助 ， 这可谓是吃 “小
灶”。 此举体现了对劳模、 工匠
的重视， 尽管费用不大， 但起到
了示范作用。

工会给劳模、 工匠创新工作
室进行经费上的补助， 说明工会
组织了解企业劳模、 工匠创新工
作室的具体情况， 知道企业在创
新方面需要资金的支持， 这个时
候送上一笔资金无疑是雪中送
炭。 对劳模、 工匠来说， 也就解
决了他们资金上不足的问题。 还

有工会组织给来劳模 、 工匠吃
“小灶”， 费用不大， 意义大， 一
方面可以激发劳模、 工匠创新的
积极性， 迸发出创新的火花； 另
一方面， 也让其他职工看到了，
只要在企业好好干， 就能得到上
级工会组织的特别支持， 这是暖
人心的举动。

希望这样的 “小灶” 越多越
好， 让企业劳模、 工匠真正得到
重视。 带动更多职工参与创新创
造， 为助力高质量发展彰显职工
群众性创新的力量。

□刘宝庆

日前， 浙江海盐县武原街道
的专职网格员在走访辖区一建筑
工地时， 发现有工人没按规定戴
好安全帽， 专职网格员进行耐心
讲解和演示， 提醒工人正确佩戴
安全帽。 （7月13日 《浙江工人
日报》）

安全帽能避免头部磕碰及被
落物击伤 ， 有效地保护头部安
全 ， 所以进入工地必须戴 上 ，
而 且 要 戴 正 确 。 可 是 ， 有 的
员 工 要 么 为 了 贪 图 方 便 ， 嫌
按 规 定 来 戴 麻 烦 ； 要 么 天 气
热了， 为了凉爽一点； 要么存在
麻痹和侥幸心理， 就随意地把安
全帽戴在头上。 殊不知， 这样的

话， 一旦头部发生磕碰或被高处
坠落物击中 ， 对人体的伤 害 就
会 增 大 。 类 似 的 情 况 ，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 员 工 上 下 班 骑 电
动车时 ， 不按规定佩戴头盔 ，
也时有发生。

笔者认为， 员工按规定认真
佩戴好安全帽 ， 既是对企业负
责 ， 更是对自己和家人 负 责 。
除 了 企 业 和 相 关 部 门 加 强 教
育 和 监 管 外 ， 最 重 要 的 还 靠
员 工 时 刻 绷 紧 安 全 生 产 这 根
弦 ， 增 强 自 我 保 护 的 安 全 意
识 ， 一方面 ， 员工个人要懂得
自律， 绝不忽视佩戴安全帽时的
“小动作 ”， 自觉做好所要求的

“规定动作”， 使自己、 家人及企
业都能放心。 另一方面， 员工之
间要相互关心爱护 、 提醒和监

督， 实行他律， 共同构建起安全
生产的 “防护墙”。

□韦华

■世象漫说

2019年， 全国公安机关共立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78.2万起， 日均发案2100多起； 共破获电信网络诈
骗案件20万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16.3万。 2014年至
2019年， 全国各地电信网络诈骗受害者年均被骗额
达上百亿元， 不少地区人均损失呈现逐年上升态
势。 (7月13日 新华网) □朱慧卿

网络诈骗
史洪举 ： 媒体近日调查发

现， 一些网络黑产从业者利用电
商平台， 批量倒卖非法获取的人
脸等身份信息和 “照片活化” 网
络工具及教程。 专家提醒， 这些
人脸信息有可能被用于虚假注
册、 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
动。 “人脸信息” 的滥用甚至失
窃， 无疑将给被害人带来难以估
量的损失 ， 并加剧社会管理难
度， 理当引起高度重视。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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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盛夏， 正值疫情防控
进入常态化， 高温劳动与往年
有了一些新的指征。 连日来，
记者在北京、 福州和武汉等地
采访发现， 高温下的劳动者或
是身着防护服 ， 或是佩戴口
罩， 异常辛苦。 高温下坚守岗
位的劳动者盼望有更多 “凉
策”， 这也给用人单位如何在
疫情期间， 更好地保障劳动者
职业健康提出了新课题。 （7
月13日 《工人日报》）

高温和防疫带来的双重
“烤” 验， 必须引起重视。 一
方面， 进一步增加了中暑的风
险， 严重威胁劳动者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 另一方面， 如果
一些劳动者耐不住高温， 不能
规范佩戴口罩作业， 又可能带
来受感染的危险。 鉴于这种情
况 ， 高 温 劳 动 保 护 也 需 因
“疫” 而变， 调整职工防暑降
温工作着力点和应对举措。

首先 ， 改 善 工 作 环 境 。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第
六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采用良
好的隔热、 通风、 降温措施，
保证工作场所符合国家职业卫
生标准要求。

其次，加强制度关怀。根据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在
高温天气期间， 用人单位应当
根据生产特点和具体条件，采
取合理安排工作时间、 轮换作
业、 适当增加高温工作环境下
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和减轻劳动
强度、 减少高温时段室外作业
等措施。面对记者采访，一些劳动
者也表达了希望增加换班轮休
的频次， 适当增加休息时间的
意愿。 用人单位应充分考虑实
际情况，进一步优化工作安排。

由于落实防暑降温需要相
应的投入， 还有可能影响生产
效率， 一些企业对此缺乏积极
性主动性。 各地劳动监察和工
会组织等部门需要加大 执 法
检查监督力度 ， 及时发现和
指出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并监
督其整改， 切实给高温劳动保
护加码 ， 为劳动者带来更多
“凉策”。 □张淳艺

“人脸信息”
不能被滥用

网络弹窗
不能“野蛮生长”

尊重与善待职工是企业长远发展的“法宝”

别让“小动作”毁了安全帽 高温劳动保护
也需因“疫”而变

胡蔚： 近年来， 随着互联网
用户的不断攀升， 网络弹窗背后
的利益链持续扩大， 网络弹窗逐
渐被异化为对网络用户的骚扰工
具， 给网民构成了很大的干扰，
甚至被视为 “网络牛皮癣”， 让
很多网民深恶痛绝。 不能再让网
络弹窗处于 “野蛮生长” 阶段，
虽然网络弹窗的治理难度很大，
但只要立法、 普法、 执法等各环
节能够环环相扣， 对网络弹窗的
治理一定能够取得更加理想的
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