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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企业需要更多的“百人专家团队”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日前， 天津自贸试验区扩大 “多证合一” 整合范
围， 增加企业申请 《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进出
口货物收发货人 ） 和 《食品经营备案 》 两证 ， 实现
“32证合1”， 企业不需要再单独办理备案。 （12月15
日 新华社） □朱慧卿

魏芳： 打开一些网页和网购
APP， “1元购 ” 广告让人眼花
缭乱。 用户只要忍不住点击， 就
可能掉进不良商家设置的陷阱
里 。 “1元购 ” 背后套路多多 。
笔者以为， 要戳穿 “1元购” 骗
局， 还需多方合力。 首先， 监管
要到位。 其次， 执法要从严。 执
法部门应加大打击力度， 发现一
起严惩一起。 其三， 消费者遭遇
“1元购” 骗局， 要向消保委、 市
场监管部门检举揭发。

从“课后服务成本共担”看工会工作思路

眼下， 不少地方都出台了解
决职工下班接娃管娃 难 的 课 后
服 务 惠 民 政 策 ， 但 如 何 使 之
持 续 却 是 一 个 难 题 。 如 今 ，
这个难题在福建省有了解决之
道———福建工会针对课后服务发
展中存在的 “学校有责任顾虑、
资金无持续保障、 教师难获合理

酬劳” 等问题， 推动建立课后服
务成本共担机制， 协调政府相关
部门、 学校、 社会共同参与该服
务项目， 做好政策落实的 “后半
篇文章 ”。 这桩看似 “小事情 ”
的举措 ， 却体现了工会工作的
“大思路”。

为中小学生提供课后服务，
是一项备受关注、 普惠职工的活
动， 是工会组织为职工办实事的
具体体现。 为此， 福建省总3年
来下拨专项补助资金1367.75万
元， 使全省56.7万名学生直接受
益 。 以 此 推 算 ， 至 少 为 百 万
学 生 家 长 （ 职 工 ） 减 轻 了 负
担 ， 提 供了帮助 。 按说 ， 工会
能够做到这些 ， 已经 “十分可
以” 了， 即使维持在这一步， 也
“说得过去” 了。

然而， 福建工会的同志想得

更多， 更长远———补助资金只能
一时解渴， 要实现课后服务可持
续发展的远景目标， 需要创新，
建立课后服务成本 、 责 任 共担
机制 ， 借助 “政策惯性 ” 为 课
后服务可持续发展开路 。 这是
他们工作思路中 “从长计议” 的
体现， 为的是 “好事要办好， 办
彻底”。

从长计议需要起步基础， 除
了工会自身能够提供的人、 财、
物力， 最可靠的当然是政府。 政
府必要的投入必不可少， 但更重
要的是制定相关政策 ， 有了政
策， 可以解决许多用钱解决不了
的问题。 所谓 “政策惯性” 就是
证明。 这是他们工作思路中 “寻
求支持” 的体现， 为的是有所突
破， 打开局面。

寻求支持不是单纯解决资金

问题。 学校有责任顾虑、 教师难
获合理酬劳也是现实问题。 如果
不能有效解决， 即使有了资金保
障， 课后服务仍然难以持续。 为
此 ， 福建工会积极寻求破题之
道———通过对接省财政为学校购
买校方责任保险及附加校方无过
失责任保险， 为学校分担安全责
任压力； 通过推动省人社厅对额
外承担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教职
工给予一定劳务报酬且不计入绩
效工资总额， 让教师参与课后服
务不再是 “打义工”， 这是他们
工作思路中 “有的放矢 ” 的体
现， 为的是解除学校后顾之忧，
调动教师的积极性。

有的放矢解决了现实问题，
还有一些隐性问题可能成为障
碍， 譬如学校缺乏条件、 师资力
量不够、 家长顾虑收费等等。 福

建工会通过推动将 “鼓励有资质
的社会机构提供普惠性、 有保障
的学生课后服务 ” 写入政府文
件， 让课后服务有了多元参与、
责任共担的政策基础； 通过推动
公益性收费机制试点， 为建立以
政府投入为主、 家长投入为辅的
课后服务成本合理分担机制提供
可复制的经验。 这是他们工作思
路中 “整合资源” 的体现。 为的
是逐步形成学校、 社会、 家长共
同参与、 协调发展的中小学生课
后服务体系。

福建工会推动建立课后服务
成本共担机制的工作思路离不开
工会竭诚为职工服务的宗旨， 离
不开解放思想 、 创新进取 的 精
神 状 态 。 这 样 的 工 作 思 路 同
样可以而且应该运用到工会其他
工作中去。

福建工会推动建立课后
服务成本共担机制的工作思
路离不开工会竭诚为职工服
务的宗旨 ， 离不开解放思
想、 创新进取的精神状态 。
这样的工作思路同样可以而
且应该运用到工会其他工作
中去。

□张刃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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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网络订餐安全
“外卖封签”是一剂“良方”

根治欠薪
重在源头上防范

叶金福： 为加强网络订餐外
卖配送过程中的食品安全， 避免
食品在配送过程中受到二次污
染， 自今年4月以来， 嘉兴南湖
区市场监管局联合美团、 饿了么
两大网络订餐平台， 全区范围内
推广使用 “外卖封签”。 “外卖
封签” 是守护 “网络订餐安全”
的一剂 “良方”。 但 “网络订餐
安全 ” 不能全靠 “外卖封签 ”，
还需监管先行。

近日， 伴随着寒潮的到来，
多地出现入冬以来最寒冷天气。
“速冻” 模式下， 仍有一些劳动
者在凛冽寒风中坚守岗位， 如环
卫工人、 快递小哥等。 国家相关
规定提到了低温津贴， 但记者调
查发现， 很多劳动者对此了解不
多， 也很少有人领到。 业内人士
指出， 近年来， 极端天气日益增
多， 户外艰苦条件下劳动者的保
障问题益发值得关注。 （12月16
日 《新华每日电讯》）

低温津贴遭遇冷落， 甚至沦
为 “纸上权利”， 一方面在于低
温作业对人体的危害往往是潜移
默化的， 不会像高温中暑立马显
现， 因而容易被忽视。 更重要的

还在于相关规定过于笼统， 缺乏
细化。 此外， 一些地方虽然制定
了低温津贴标准， 却由于标准不
够科学， 缺乏可操作性， 同样难
以落地， 同样成了 “纸上权利”。

无论如何， 低温津贴不能只
是“纸上权利”、总是“纸上权利”。
尤其随着这些年极端天气日益增
多， 户外艰苦条件下劳动者的保
障问题亟待引起高度关注。 各地
各有关部门应像抓高温津贴一
样，重视和解决低温津贴问题，制
定执行标准，增强可操作性。

当然，鉴于我国幅员辽阔，比
如海南和东北， 冬季气温差别很
大， 不太可能就低温劳动保护制
定全国统一的法律法规或是规章

制度。 但国家应及时进行低温津
贴的基本制度设计， 再由相关省
份进行细化， 制定地方性法规或
规章制度，应把低温津贴的温度、
工作时长等因素的设定分层级具
体化，以便于基层进行操作。对长
期在低温环境中工作的群体，应

定期组织有针对性的免费体检，
发现疾病及时治疗， 并将低温条
件下劳动造成的疾病纳入 职 业
病防治范畴 。同时应加大劳动
执法力度， 确保低温津贴如期足
额发放。

□张国栋

低温津贴不能沦为“纸上权利”

“1元购”骗局
需重拳严打

“多证合一”

12月15日， 江苏省常州市
武进区政府官网通报了根治拖
欠农民工工资冬季专项排查情
况。 其中介绍， 为切实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 确保不发生个人
极端事件、 重大群体性事件，
根据要求， 武进区住建局建管
中心对该区159项在建工程进
行了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冬季
专项排查行动。 通报介绍， 施
工单位尚需支付7.76亿元， 涉
及农民工总数15571人 。 （12
月16日 澎湃新闻）

及时足额拿到自己应得的
工资， 是每个农民工的心愿。
而帮农民工追回欠薪也已成了
相关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 当
务之急。 但是， 当欠薪已经形
成，“介入” 力度再大，因为滞
后， 显然已经事倍功半， 且不
说要把工钱全额 “追” 回来并
非易事， 还往往需要付出巨大
的成本。

因此， 根治欠薪固然要着
力于全力以赴追欠， 但追欠越
多， 也表明欠薪依然严重， 相
关部门更应吸取教训， 从源头
上防范欠薪。 而遏制欠薪， 虽
然需要企业主的自律， 但关键
还是加强监管。 一般而言， 欠
薪的发生， 正是因为监管的乏
力甚至缺位而造成的 。 实际
上， 若有关部门的监管真正落
到实处， 比如企业经营管理状
况 、 工资发放等动态 ， 都 在
有关监管部门的掌握之中 ，
并 随 时 采 取 相 应 措 施 ， 即
使 企 业 主 蓄 意 欠 薪 ， 也 不
可 能 得 逞 。 薪之所以会欠 、
之所以要 “追”， 凸显出的恰
是监管的滞后。

维护农民工的权益， 确保
农民工足额拿到工资， 除了帮
助追欠， 更需要有关职能部门
平时的强势保护， 主动担起为
农民工维权的责任。 现在， 对
于欠薪， 其实职能部门已经出
台了不少针对性的制度设计，
比如工资备付金制度、 工资支
付公示制度， 而当欠薪依然成
为突出问题， 需要的显然是切
实落到实处。

□钱夙伟

记者日前从辽宁省阜新市总
工会获悉， 阜新市 “百人专家团
队 ” 近一年来已走进企业30余
次， 直接培训职工3000余人次 ，
帮助企业解决多项技术难题 。
（12月16日 《工人日报》）

据报道， 目前阜新市总工会
组建的 “百人专家团队 ” 共有
104名成员， 涵盖了各行各业的
劳动模范 、 能工巧匠和专家教
授。 团队成员的任务主要是按照
企业和职工需求 “送技能到岗
位 ”， 开展订单式培训 。 眼下 ，
由于缺乏劳动模范、 能工巧匠和

专家教授等专家团队提供的技能
培训和技术指导， 一些企业面临
着诸多的发展 “瓶颈 ”， 陷入了
困境。 因而， 他们迫切需要有各
种各样的专家团队能经常性地进
驻企业助其 “一臂之力”， 帮助
其突破 “瓶颈”， 走出困境。

而阜新市总工会组建的这支
“百人专家团队” 中， 既有劳动
模范、 能工巧匠， 又有专家、 教
授， 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
和领军者 ， 通过他们在技能培
训、 技术难题、 企业创新等方面
的指导和引领 ， 就能帮助企业

“指点迷津”， 避免企业 “多走弯
路”， 从而促使企业更好更快地
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上来。 这对
于企业的发展来说， 无疑是一种
最好的助力。

但愿各地各工会组织不妨多
多借鉴和学习阜新市总 工 会 组
建 “百 人 专 家 团 队 ” 的 好 做
法， 多些 “企业视角”， 多走进
企业， 多深入企业， 多为企业送
技术、 送培训、 解难题， 从而既
助力企业走出困境， 又助力企业
发展壮大。

□廖卫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