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按照规定 ， 工会有常设
的层级监督为主、 内外监督
相结合的经费审查机制 ， 且
日趋完善 ， 为什么还要创新
会员监督工会经费使用工作？
因为工会经费不仅有 “管好”
的必要， 更有 “用好” 的要
求 ； “管 ” 是手段 ， “用 ”
才是目的。

■网评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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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公共职工之家”提升小微企业职工幸福感

会员监督有助提升工会经费使用“透明度”
□张刃

■每日图评

工会服务职工需要开展各项
活动， 组织活动需要经费开支，
如何管好用好工会经费， 不仅是
工会工作的重要内容， 而且是职
工群众关注的事情。 前者有 “工
会章程” 的相关规定， 后者职工
需要知情权、 监督权； 前者有经
费审查委员会的约束， 后者取决

于工会组织是否 “放权”， 或者
说有没有接受群众监督的胆识和
诚意。 《工人日报》 日前报道 ，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总工会创新
会员监督工会经费使用的报告、
公示、 评议制度， 建立指导员、
监督员、 宣传员 “三员” 监督机
制， 提升了工会经费使用的 “透
明度”， 增强了工会服务职工的
能力。

吴兴区总的做法为我们提
供了一个管好用好工会经费的
经验。

按照规定， 工会有常设的层
级监督为主、 内外监督相结合的
经费审查机制， 且日趋完善， 为
什么还要创新会员监督工会经费
使用工作？ 因为工会经费不仅有
“管好 ” 的必要 ， 更有 “用好 ”
的要求； “管” 是手段， “用”

才是目的。 吴兴区总调研发现，
“一些会员尚未弄清工会经费是
什么、 该用在哪里， 一些基层工
会经费使用绩效水平不高， 影响
了工会作用的发挥。” 这种情况
更多地反映的是 “用 ” 的问题，
而且不止存在于吴兴， 因此有了
比较普遍的意义。

为了 “补上短板”， 吴兴区
总从提升透明度上 “破题”， 推
出了工会经费使用的报告 、 公
示 、 评议制度 ， 即向会员 （代
表） 报告工会经费收支情况、 连
同审计结果予以公示、 发放调查
问卷， 让会员对经费使用绩效进
行评议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这里
有两个关键： 一是报告与公示能
否如实 “和盘托出”； 二是对会
员的意见 、 建议能否接受 、 采
纳。 报告、 公示不能遮遮掩掩，

不能有违规违纪， 这就要求工会
使用经费时必须合情合理合法，
并且向服务职工倾斜； 接受、 采
纳会员意见、 建议， 则体现着工
会是否有接受会员监督、 竭诚为
职工服务的诚意。 这两条都做到
了， 当然也就把工会经费管好用
好了。

为进一步发动会员参与监
督， 吴兴区总还建立了推选会员
代表担任指导、 监督、 宣传 “三
员” 机制， 推动基层工会经费民
主监督全过程管理， 以提升监督
质量， 目标是 “实现每一笔工会
经 费 的 使 用 都 让 职 工 ‘ 看 得
见 ’”。 这句话可以视为一个承
诺———“每一笔 ” 意味着事无巨
细 ， “看得见 ” 体现着光明磊
落， 做到了堪称高标准。 有这样
的经费开支制度， 职工没有理由

不信任工会， 而且会积极靠拢，
工会工作何愁绩效？ 报道称， 吴
兴区在14个乡镇街道 、 344家规
模以上企业开展这项监督工作，
用于职工的工会经费使用绩效平
均提高30%以上， 覆盖10万余名
会员。 数据证明了基层工会工作
水平的提升。

需要指出的是， 吴兴区总的
上述工作， 主要是 “为帮助基层
工会管好用好工会经费”， 并且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那么， 上级
工会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呢？ 我
们认为， 不仅可以， 而且应该。
强化和尊重职工群众、 广大会员
对工会经费使用的知情权、 监督
权， 在任何一级工会工作中都是
必要的， 道理很简单———工会经
费是用于为职工服务的， 职工当
然有权知情、 监督。

北京德胜街道金丰和孵化器
入驻企业在信恒通公司职工刘梦
依眉飞色舞地说： “我们公司属
于创业公司， 办公面积只有50平
米， 别说给创业白领运动空间，
就连会客的空间都很有限。 但是
园区里的公共职工之家不仅有打
球、 健身、 玩牌的空间， 还有会
议室。 我们平时会客、 开会， 都
可以使用， 真给我们帮大忙了。”
（12月28日 《劳动午报》）

近年来 ， 国家鼓励大众创
业、 万众创新， 众多小微企业、

新兴企业如雨后春笋一样地出
现。 但受客观条件的限制， 这些
企业的职工却缺乏了文化生活和
放松休闲的空间， 不仅使他们休
息的时候感到枯燥乏味， 而且缺
少了运动和锻炼， 也不利于他们
的身心健康， 迫切需要有能够活
动的一席 “文体” 之地。

笔者以为， 西城区德胜街道
总工会通过挖潜， 想方设法建设
公共区域 “职工之家”， 让小微
企业的职工共有共享， 满足其对
文体生活需求的做法： 一是反映

了工会组织创新思路和方法， 以
“娘家人” 的关心和贴心， 让职
工感到了高兴和暖心； 二是从职
工利益无小事出发， 实实在在地
为小微企业的创业职工办了一件
急需的好事， 使他们能够心情愉
悦地工作和生活 ， 提升了幸福
感； 三是进一步改善和营造了小
微企业孵化器的人文环境， 可以
增加孵化器的吸引力， 促使其孵
出更多更好的企业， 不断推动经
济和社会的发展。 这样的做法，
值得学习和借鉴！ □费伟华

作为打破时间、 空间限制的
新型教育方式， 在线教育近年蓬
勃发展。 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
用户需求更是迎来井喷式增长，
天眼查数据显示， 截至10月份，
今年在线教育企业新增8.2万家。
另据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 截至3月， 中国在线教
育用户规模已达4.23亿， 较2019
年6月增长82%。 面对发展机遇，
在线教育行业内侵权现象也接踵
而至。 如何保证在线教育版权不
受侵害 ？ 这一话题引人深思 。
(12月28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

盗版不管发生在哪个行业，
哪个领域， 都严重侵犯了版权企
业的知识产权， 是对原创的极大
戕害， 会影响社会创新动力， 会

影响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亟待对
此予以遏制。 对于在线教育的盗
版现象， 就要采取零容忍态度，
在线教育要补上 “版权课”。 今
年， 各地积极响应国家版权局、
网信办 、 工信部 、 公安部等部
门， 陆续开展 “剑网2020” 专项
行动， 整治在线教育培训中存在
的侵权盗版乱象。 这样的行动值
得肯定。 要打击知识产权犯罪行
为，就要提高侵权者的违法成本，
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惩治力度。另
外， 版权企业也要增强知识产权
保护意识， 要勇于对 “李鬼”说
“不”。与此同时，还要畅通企业的
维权渠道，降低维权成本。而对消
费者来说， 也要增强知识产权保
护意识，培养正版消费观念，不要

贪图便宜购买盗版产品。 对盗版
说“不”，让盗版销声匿迹，促进在
线教育市场健康发展， 有利于做
大做强文化创新的“蛋糕”，这最
终受惠的还是消费者。

而在线教育乱象不少， 盗版
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这也
让人看到在线教育这一行业仍处
于 “野蛮生长” 状态。 这让人看

到 ， 在线教育要补上的不止是
“版权课”， 关键要能补上 “法治
课”。 所以， 要遏制盗版等乱象，
关键还是要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要能填补监管空白， 完善相关法
律法规， 强化监管， 要对在线教
育进行规范管理， 给在线教育机
构戴好 “紧箍咒”， 促其在法治
的正轨内运行。 □戴先任

■世象漫说

喷上助眠喷雾、 点上香薰蜡烛、 吃一颗褪黑素软
糖、 戴好蒸汽眼罩……这是25岁的张鸣苑每天睡觉前必
经的 “四部曲”。 中国睡眠研究会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中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高达38.2%， 意味着超过3亿中国
人有睡眠障碍。 其中， 越来越多的人像张鸣苑一样， 开
始尝试各种助眠产品， 从而催生出了一个庞大的 “睡眠
经济”。 (12月28日 《工人日报》） □王铎

“睡眠经济”
汪昌莲： 当下互联网已经成

为未成年人获取信息、 认识世界
和休闲娱乐的重要途径， 然而网
络内容良莠不齐、 泥沙俱下， 又
很容易对心智尚未健全且自控能
力较弱的未成年人造成侵害。 治
理未成年人网络沉迷， 需开启共
治模式。 换言之， 解决未成年人
网络沉迷问题 ， 需要家庭 、 学
校、 政府等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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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第31届世界大学
生夏季运动会将在成都举行，
借此契机， 成都市总推出 “职
工文体活动百千万 ” 工会品
牌， 打造百个职工文化宫、千
个职工俱乐部、 万个职工文体
活动站。依托“职工普惠”移动
互联网平台， 一手抓文体阵地
市场化， 一手抓文体赛事社会
化，通过资源共享，探索工会满
足广大职工文化需求的有效路
径。（12月27日 《工人日报》）

资源共享模式， 简单来理
解， 就是职工可以随时随地进
行文体活动。以媒体报道的现
象为例 ， “天府绿道能量跑 ”
让职工燃烧卡路里 ， 浣花溪
公园内的千人太极拳比赛热闹
非常……打开成都“职工普惠”
APP，进入“绿动成都”和“工会
活动家” 专题， 职工群众就能
参与其中。

对于广大职工来讲， 有参
与文体活动的现实需求 。 但
是， 在现实中也面临着场地难
找等问题。 借助互联网平台，
以及更多资源的注入， 一方面可
以有效纾解职工文体娱乐无场地
的窘境； 另一方面也可以确保
各类资源实现最优化利用。

此举让工会的吸引力更
强。 正如有的职工表示， “又
‘潮 ’ 又有内涵的工会活动 ，
对年轻职工群众的吸引力越来
越强了！” 尤其是， 成都市力
争5年时间打造100个职工文化
宫、 1000个职工俱乐部、 1万
个职工文体活动站， 这样的目
标， 不仅惠利广大职工， 更能
为成都建设世界赛事名城贡献
工会力量， 这些均值得点赞。

数据显示 ， 自成都市总
“职工文体活动百千万” 项目
启动至今， 共吸引2万余名职
工群众直接参赛， 发放各类文
体消费券39.4万张， 吸引28.1
万人次参与， 基层职工参与率
平均提升50个百分点……由此
可见其所带来的积极成效。 我
们期待此类资源共享模式能更
多一些， 这样可以更好地满足
职工群众的文化需求。

□杨玉龙

在线教育需补上“版权课”

防未成年人网络沉迷
需开启共治模式

让门票“预约制”
成旅游业标配

满足职工文化需求
期待更多资源共享模式

天歌： 元旦、春节假期将至，
文化和旅游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
指导景区、酒店、交通等企业完善
应急预案， 做好清洁消毒； 提升
“智慧景区”服务水平，按照“能约
尽约”的原则，推进旅游景区预约
常态化。在预约制度之下，景区可
以很好地控制进入景区的游客人
数， 为游客之间保持距离， 做好
个人防护创造了条件。 我们期待
景区门票预约制度， 能够成为旅
游业的标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