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制定厂规厂纪， 加强内
部管理、 规范员工行为是企
业的权力 ， 无可厚非 。 但
是， 权力源自法定， 任何超
越法定的权力都是不能允许
的， 滥用权力、 违法管理行
为必须纠正， 触犯刑律还应
该被追究法律责任。

■网评锐语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职招变了”传递积极信号

□张刃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随着短视频、 直播等行业兴起， “吃播” 近来在
网络上越来越火。 做美食、 品美食、 分享美食本是丰
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 一些 “吃播” 博
主为赚取流量， 暴饮暴食， 不仅让美食变成了 “胡吃
海塞”， 也与健康饮食、 节约粮食等理念背道而驰。
不少专家表示， 这种 “大胃王” 式猎奇性质的吃播
秀， 无疑是一种浪费食物、 误导消费的行为。 （8月
18日 《经济日报》） □赵顺清

浪费粮食
戴先任： 近日， 网上再次曝

出海口市美兰区万恒城市花园小
区的惠民电梯安装仅一年多发生
故障134次 ， 坏了修 、 修了坏 ，
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却迟迟得不
到解决。 惠民电梯缘何成了 “闹
心电梯”？ “闹心电梯” 频现暴
露的是电梯安全管理漏洞。 要营
造安全乘梯环境， 就需要能够完
善监管制度， 明确监管主体， 落
实监管责任， 拧紧责任链条。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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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班组10人中6人有技
能津贴， 这个月班组人均到手
工资超过5000元， 其中最高的
李新阳拿到8700多元。” 近日，
中国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精密传动轴承公司车工班
组长郭大川满含笑意地介绍
说，收入提高了，大家学技术的
劲头更足了， 工作的积极性更
高了。记者获悉，依据《瓦轴集
团公司技能人才分级管理与激
励的实施方案》，技术工人被评
为六级到一级的技能等级，每
月享受100元到1200元的津贴。
技能等级评定每年一次。（8月
18日《工人日报》）

瓦轴集团公司通过技能津
贴等激励机制 ， 让技高者多
得， 积极引导工人立足岗位学
技术， 显示了企业在技能人才
培养上的决心和力度， 它不仅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又实
实在在地普惠了劳动者个人。
同时， 为高技能人才发放岗位
技能津贴也具有正向激励作
用， 更向社会传达了一个明确
的价值信号。

一个国家只有拥有数量充
足、 结构合理、 素质优良的高
技能人才才能繁荣富强。 产业
工人队伍建设， 是实施科教兴
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 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和基
础保障。

所以， 各地和企业理应通
过激励措施提高技能人才的社
会地位和待遇。 还要看到， 与
收入提升相对应， 不少年轻技
术工人更渴望人生出彩的机
会。 实践中， 一些企业进行了
卓有成效的创新。 比如， 实行
面向技术工人的股权激励， 打
通技能 、 技术和管理晋升通
道， 试行技术工人创新成果按
要素参与分配等。 这些创新举
措， 有利于促进形成 “当工人
有前途” 的价值导向。 在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产业
升级的背景下， 像瓦轴集团技
术工人获得技能津贴就具有积
极的导向作用， 有利于引导全
社会重新认识技能人才的作用
和价值。

□沈峰

“闹心电梯”
暴露安全管理漏洞

严查不文明行为
期待更多高科技助力

“厂规逾越国法”现象必须纠正

“网红开瓶器戒指”有风险需慎用 技能等级津贴
有正向激励作用

何勇海： 全国首台 “不文明
游园行为管理机器人” 将于本周
末上岗， 今后， 如果有游客在北
京植物园里吸烟， 很可能会被它
逮个正着。 这台机器人将在园区
主要游览路线主路、 湖区周边、
高大乔木园区周边巡逻， 辅助公
园管理人员监督吸烟等不文明游
园行为。 严查不文明行为， 期待
有更多高科技助力。 当然， 运用
高科技抓拍取证惩罚不文明游园
行为， 不是最终目的， 促进公众
维护公共文明才是根本。

《工人日报 》 19日报道 ，
《乐陵工会为企业规章 “体检”》。
这条刊登在二版、 不足五百字的
消息颇 “不起眼”， 但对于许多
职工而言 ， 却是利益攸关的大
事。 报道引述的事例说， 乐陵某
外资企业在 “规章体检” 后， 将
原来按照山东省最低标准工资缴

纳的五险一金， 改为按员工实发
工资缴纳 ， 企业每年将多支出
700多万元 ， 受益的职工1400多
人， 算下来人均五千元， 这可是
职工今后在养老、 购房等方面获
得的实实在在的收益。 这家企业
的负责人颇有感触地说， 企业规
章必须首先服从于法律法规， 应
该保证企业和职工得到双赢。

制定厂规厂纪， 加强内部管
理 、 规范员工行为是企业的权
力， 无可厚非。 但是， 权力源自
法定， 任何超越法定的权力都是
不能允许的， 滥用权力、 违法管
理行为必须纠正， 触犯刑律还应
该被追究法律责任。

《劳动合同法》 规定， 用人
单位在制定、 修订或决定 “直接
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

或者重大事项时， 应当经过职工
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 与
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 。”
那么， 数不胜数的用人单位是否
都依法办事了呢？ 毋庸讳言， 事
实上许多单位制定厂规厂纪涉嫌
违反法定程序。

接下来的问题是： 企业为什
么敢于违法？ 谁来纠正这样的违
法行为？

敢于违法在于没把法律放在
眼里。 人们很难相信企业方不知
道有关劳动的法律法规， 否则也
不会假 “管理 ” 之名行侵权之
实。 知法违法是藐视法律， 必须
纠正。 敢于违法还在于劳动力市
场的供求关系 。 既然不愁找到
“听话” 的劳动力， 自然敢于迫
使员工接受厂规违法的现实。

有权纠正企业违法行为的只
能是执法机关 。 人们有理由设
问： 对于厂规逾越国法的企业，
劳动监察部门是否知情？ 多次开
展的劳动执法检查是否有效？ 企
业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是否规
范？ 如果说不知情， 有没有失职
过错？ 既然知道了， 是否迅速介
入纠正？ 这些都是必须有个交代
和结果的， 否则就是渎职。

为职工说话、 维权的还应该
有 工 会 。 企 业 工 会 应 该 站 出
来 ， 代表职工说 “不”； 上级工
会也应该出面与企业交涉， 这都
是职责所在， 也是显示工会作用
的契机。

在现实的劳资博弈中， 劳动
者处于弱势地位， 选择沉默、 忍
受， 都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不能

苛责劳动者。 但是， 现行法律是
严肃的、 神圣的， 违法必究是法
治社会的重要原则之一。 劳动者
可以因为弱势而无奈， 但执法者
却不可以无所作为。 乐陵市总工
会联合人社部门在企业开展规章
制度合法性和合规性 “体检 ”，
通过督促企业制定程序合法、 内
容合法的劳动用工制度， 推行工
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 建议书
制度， 督促劳动违法用人单位整
改； 为使企业规章监督常态化，
乐陵市总还在全市93家企业建立
了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和基
层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队伍， 推
行 “一企一法律顾问” 模式， 在
帮助企业法律 “体检” 的同时，
让专业人才对企业进行劳动法律
监督， 就是成功的实践经验。

近日， 一款 “网红开瓶器戒
指” 在短视频平台上走红。 但多
名购买者也因为戴上这个 “网红
开瓶器戒指” 被卡住摘不下来而
求援， 浙江、 河南等多地消防部
门都接到过多起求助 。 医生表
示， 戒指卡手严重时可能会导致
手指缺血坏死。 消防部门提醒，
不要盲目尝试用戒指开瓶盖， 如
果不慎被卡住 ， 无法自行取下
时， 应尽快到医院或消防部门求
助。 （8月18日 《北京青年报》）

“网红戒指 ” 本身是装饰
品 ， 只是材质较硬 ， 网友 偶 然
发现可以撬开瓶盖并拍摄成短
视频， 受到粉丝追捧和效仿， 使
得 “网红开瓶器戒指” 变爆款。

显然， “网红戒指” 是利用坚硬
材质和杠杆原理， 加上一定的使
用技巧， 发掘出开瓶功能 。 事
实上 ， 只要具备以上三个特征
的物品， 都能开瓶， 比如常见的
筷子开瓶、 桌角开瓶等， 都与此
类似。

近年来 ， 随着短视频的流
行， 其社会影响力也在加大， 部
分主播为了吸引粉丝， 保持关注
热度， 经常要费尽心思制作新奇
内容， 很多网红产品就是通过短
视 频 的 方 式 ， 得 以 在 社 会 上
流 行 起来 。 网红产品大部分都
没危险性， 反而能刺激消费， 带
动相关产业链发展 ， 比如摔杯
酒、 螺蛳粉、 网红抹布、 网红泡

泡机等。 不过， 也有一些网红产
品潜藏风险， 使用不当的话， 容
易造成人身伤害 ， 比如发光气
球、 回弹软轴乒乓球、 巴克球、
网红戒指等。

监管部门和平台， 应对网红
产品加以警惕， 可以顾客身份抽

样购买、 检测的方式， 对网红产
品进行质量安全鉴定。 如果存在
设计缺陷、 安全隐患、 质量问题
时， 则要公开发布消费警告， 并
及时采取措施， 对相关网红产品
下架处置。

□江德斌

就业前景好、 学费低、 升学
途径多……这些正逐渐成为职校
招生的 “金字招牌”， 学生和家
长对职业教育的接受和认可程度
也越来越高。 “过去为招生， 职
校老师都有指标任务， 如今， 招
生季很多家长都是主动打电话咨
询， 学校终于告别招生这个最大
‘心病 ’ 了 。” 有职校老师如是
说。 （8月19日 《工人日报》）

从奖励老师招生到家长主动
咨询， “职招变了” 的背景是随
着社会对技能人才的重视程度不
断提高， 国家利好政策的相继出
台， 学生和家长的求学观念正在

发生改变， 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
育的接受和认可程度也越来越
高。 “考上大学不值得炫耀， 能
找到好工作才算有真本事”， 正
是因为相对于高校毕业生的就业
难， 适销对路、 适应劳动力市场
需要的技术学校毕业生的就业一
直很火爆， 让 “职招变了”。

虽然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
支规模日益壮大、结构日益优化、
素质逐步提高的高技能人才队
伍， 但无论总量还是比例仍与经
济高质量发展提出的要求有相当
差距。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始终
与工人的技术水平同步。 尤其是

随着现代企业科技水平的提升，
高技能人才的紧缺， 更成为制约
不少企业转型和扩大生产的瓶
颈。 “职招变了” 是大势所趋。

“技术人员就像金字塔， 高
技能人才在塔尖。 没有大量技术
工人的基础， 也很难在高精尖上
有所突破。” 职校毕业未必就成
了高技能人才 ， 但培养更多的
“技术工”， 无疑将为可持续发展
奠定雄厚的人力资源基础。 “职
招变了” 展现了职业教育的广阔
前景， 从中传递出的积极信号，
无疑令人鼓舞。

□钱夙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