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警惕职场 “隐形陷阱”，
个人的防范是首要的。 对于
职场中这些常见的陷阱， 职
场新人就有必要做好相关功
课， 一方面， 当加强劳动法
律知识的学习， 遇到权益被
侵害， 切莫一忍了之， 拿起
法律武器进行维权才是正途；
另一方面， 劳动人事部门和
各级工会组织也应提早介入，
对于侵害职场新人的各类陷
阱要坚决制止打击。

■网评锐语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将“任性地名”纳入法治轨道

□李雪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收录新词 “初心” “点赞” “二维码”， 增加新
义项 “卖萌”， 文字有了声音、 笔画有了动态……记
者从10日在京举行的 《新华字典》 新版首发暨商务印
书馆文教读书月启动仪式上获悉， 新推出的 《新华字
典 》 第12版在科学性 、 规范性和实用性等方面跟
进社会发展， 更加适合新时代读者需要。 （8月10日
新华社） □老笔

收入新版
杨李喆： 景区公园常有奇石

“迎宾”、 园林绿地动辄巨石 “压
镇” ……近年来， 部分地方在城
乡建设中热衷花重金 “移石造
景” 引发关注。 媒体调查发现，
“移石造景” 所用的景观石大多
由政府采购， 价格畸高， 有的一
块石头数万元， 高的逾百万元。
这类工程同时还助推一些地方在
河道无序取石 ， 在山中乱采滥
挖， 破坏生态环境。 重金 “移石
造景” 极容易沦为不正之风， 值
得警惕， 要强化制度约束。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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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 甘肃省 “互助保
障杯 ” 首届 “工人发明家 ”
“职工发明之星” “优秀创新
型团队” 评选命名暨高技能人
才疗休养活动发布仪式在临夏
州永靖县举行 。 这是甘肃省
首次举办此类评选命名活动，
旨在通过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 科学精神、 工匠精
神， 进一步探索和完善科技创
新人才的发现、 培养、 激励机
制， 使之成为助力广大职工人
生出彩的新平台。 （8月12日
《工人日报》）

在人们的眼里， 发明创造
遥不可及， 主要是科研机构科
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的专利，
与在一线上班干活的工人关系
不大。 但事实上， 越来越多的
工人已经或者正在参与到发明
创造当中来， 其实， 发明就在
我们身边， 只要处处留心， 发
明创造并不是难事， 人人都能
成为发明家， 成为 “职工发明
之星”。

其实，发明并不高深，一个
小小的改进、 一项小小的创新
都可能是一项发明。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整体
发展不仅要依靠少数科学家，
更需要整体的提高和进步。

甘肃省评选命名 “工人发
明家” “职工发明之星” “优
秀创新型团队”， 是对工人创
新发明成果的褒奖， 更是对发
现、 培养职工创新人才的激励
与鞭策。 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是创新， 而岗位创新是企业创
新最根本的力量和最坚实的基
础。 对一些动手能力强、 又肯
动脑的技术型工人而言， 对现
场设备进行小改小革等发明并
不难， 因为这些一线工人有着
长期的工作经验积累。

建设创新型国家， 需要更
多的 “工人发明家” “职工发
明之星”。 对于 “工人发明家”
等民间的 “草根发明家”， 政府
相关部门应当给予其足够的重
视， 并建立奖励扶持机制， 对
他们给予一定资金和技术上的
支持， 为他们的发明创造营造
良好的环境， 提供动力源， 为
他们申请专利提供方便， 并尽
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吴玲

要警惕用重金
“移石造景”之风

制止“舌尖上的浪费”
要从每个人做起

治理职场“隐形陷阱”需多方发力

期待“24小时可回收资源收纳房”多起来
要给“工人发明家”
更多的支持和奖励

周家和： “每天清运的居民厨
余垃圾中， 剩菜剩饭浪费的现象
还是比较普遍。”北京市朝阳区环
境卫生服务中心第二清洁车辆场
餐厨清运班长胡富祥说， 疫情防
控期间，人们居家用餐多了，有些
人把做饭当成一种消遣， 很多饭
菜做出来只拍几张照片， 吃不了
几口就被丢掉了 ， 实在是太浪
费。 制止 “舌尖上的浪费”， 需
要我们每个人从自我做起。

进入8月， 应届毕业生们开
始迈入职场成为一名 “社会人”，
但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他们却很

容易落入职场 “隐形陷阱”。 从
试用期 “白用”， 到培训课 “被
套路”， “职场小白” 们需要躲
避的 “坑” 不少。 （8月10日 新
华网）

职场 “隐形陷阱” 的存在，
很容易让职场新人体验到 “职场
有风险， 入职须谨慎”。 对于媒
体报道的诸如试用期变 “白用
期”、 培训课 “套路” 等， 现实
中的确不乏存在。 可以说， 这些
套路和陷阱， 是对劳动者合法权
益赤裸裸的侵害， 更是对劳动用
工市场的侵扰。 而且， 这对于劳
动用工单位来讲， 只能是自毁形
象， 阻碍发展。

以媒体报道的一些现象为
例， 除了防不胜防的 “培训贷”

外， “职场歧视” 也是招聘过程
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其中就包括
性别歧视、 身体缺陷歧视、 地域
歧视、 学历歧视等。 也正如有专
家表示， 近年来职场陷阱种类繁
多， 并不断更新， 的确有一些公
司利用毕业生急切找工作的单纯
心理， 为其 “量身打造” 骗局。

警惕职场 “隐形陷阱”， 个
人的防范是首要的。 对于职场中
这些常见的陷阱， 职场新人就有
必要做好相关功课， 一方面， 当
加强劳动法律知识的学习， 遇到
权益被侵害， 切莫一忍了之， 拿
起法律武器进行维权才是正途；
另一方面， 无论是应聘中还是进
入职场， 应多留几个心眼， 要能
识别一些 “量身打造” 骗局。

同时， 也有必要加强对劳动
用工市场常态化监管。 法律明确
规定： 劳动者就业， 不因民族 、
种族、 性别、 宗教信仰等不同而
受歧视。 而一些隐性的差别化方
式歧视劳动者， 一定程度存在。
于此， 劳动监察机构可以适时对
用工单位就业情况进行专项监
察， 而不能只是坐等劳动者投诉
线索， 对于职场不法行为更须做
到早介入、 早处置。

另外， 也应加大对不法用工
行为的惩治力度。 多位专家就坦
言， 目前毕业生劳动权益保障依
然存在诸多不足， 其中就包括处
罚力度不强、 违法成本太低、 诉
讼成本较高等， 也造成毕业生很
难通过法律渠道解决劳动争议纠

纷。 所以， 相关部门当对此重视
起来， 既要加大劳动争议案件的
处置力度与效率， 更须对不法用
工行为加大违法成本。

当然， 更应引起注意的是，
毕业生劳动权益保障需综合给
力。 高校应增加劳动法规和劳动
者权益保护方面的教学内容； 人
才劳务市场以及网络招聘平台等
组织机构也应在招聘时增设相关
法律知识的宣传。 劳动人事部门
和各级工会组织也应提早介入，
主动作为， 对于各类坑害职场新
人的所谓陷阱， 要露头就打。 而
作为家长 ， 也同样不能 “大撒
把”， 在自家孩子求职中多些提
醒和支持， 这也有助于他们规避
“隐形陷阱” 的侵扰。

近日， 河北石家庄市部分小
区内出现了 “24小时可回收资源
收纳房”， 居民扫码注册微信小
程序后 ， 领回家一个专属编织
袋， 在家中将干垃圾放入发放的
编织袋内， 待编织袋装满以后将
它放到这个垃圾房中， 工作人员
会对编织袋称重， 通过编织袋上
的二维码将环保金发放给用户。
如果居民需要回收大件的沙发、
洗衣机、 冰箱等物品， 也可以在
小程序上提前预约， 工作人员会
到楼下进行回收， 为居民提供了
很大的方便。 （8月11日 《石家
庄日报》）

实行垃圾分类后， 垃圾都在
规定的时间内集中收集。 当居民

家中出现了旧衣服 、 鞋子 、 家
电、 家具等如何处理， 就成了一
个头疼的事情： 如果变卖， 有些
小区不让收废品的进来； 自己拉
出去处理 ， 费时费力 ， 很是麻
烦； 堆放在小区内的话， 既占地
方还影响环境卫生， 确实需要为
居民提供一种有效的办法加以解
决。

笔者以为， 小区 “24小时可
回收资源收纳房 ” 进小区 ： 一
来， 全天候的垃圾收纳房， 既让
居民随时都可以处理所产生的干
垃圾 ， 又能在出现大件旧物品
时， 只要提前预约一下， 就可及
时处理掉， 再不用为废旧物品的
处理而发愁了； 二来， 以可回收

的干垃圾换取 “环保金”， 让居
民得到了收益和实惠， 进一步调
动了他们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三
来， 这种便民又环保的办法， 还

为小区的文明卫生和谐添了彩，
让居民感到舒心。 期待这样的收
纳房能够多起来！

□费伟华

近日， 民政部网站挂出 “民
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民政部
2020年立法工作计划》 的通知”，
称将推进重点领域立法 ， 做好
“修订地名管理条例有关工作”。
（8月11日 《法制日报》）

地名管理条例要大修了， 这
个新闻迅速引发舆论关注。

一地之名具有大众使用的公
共特征， 也是地方文化的重要标
志。 每个地方气候地理、 风俗习
惯、 生活方式都各不相同， 因此
也会形成不同的 “地名文化”，

承载着历史传统和人文情怀。 然
而，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因缺少
明晰的地名规范， 一些地方乐衷
于起洋名， 一些人喜欢起怪名，
还有一地多名、 一名多写……导
致地名任性随意， 给城乡居民生
活带来极大不便， 也无形消解了
地名后面的文化意蕴。

据悉， 《地名管理条例》 颁
布于1986年， 30多年来， 我国已
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地名
管理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也随
之改变 ， 旧有的 《地名管理条

例》 规定的一些内容已不适应当
前工作需要， 对其进行 “大修”
势在必然。

地名牵系着民众对于一个地
方的印象乃至家乡的回忆， 与民
众生活息息相关， 因此要广泛征
询民众意见， 民众也可通过各种
渠道提出自己的合理化建议 ，
要本着民主化、 科学化、 规范化
原则， 让地名既符合法理， 也符
合民情和地域特色， 维系住民众
的记忆与城乡的文化脉络。

□斯涵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