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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要铲除欠薪案背后的“尾款怪象”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福建漳州“大头娃娃”事件有了最新调查结果：17
日，漳州市官方通报，涉事两款抑菌霜产品均含激素，
企业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卫健部门已将有关线索
移送公安机关。福建漳州“大头娃娃”事件揭开了一个
盖子———不少“消”字号婴幼儿产品在审批备案环节，
利用假样本蒙混过关；在生产环节，暗地里添加各种激
素；在营销环节，以“零添加”“绿色健康”为幌子，肆意
夸大效果。 （1月17日 新华社） □朱慧卿

廖卫芳： 近日， 媒体记者采
访时发现绝大部分场所都制定了
完备的防疫措施， 但街头门店、
超市称重区、 商超影院入口扫码
区等个别区域仍然存在防疫盲
区。 疫情防控容不得丝毫的马虎
和疏漏， 如果一旦留有防疫 “盲
区”， 就极有可能给 “疫魔” 留
下了可乘之机， 这不仅会造成疫
情的传播、 扩散和蔓延， 影响防
疫大局， 更会给广大人民群众的
生命健康安全带来威胁。

倡导“就地过年”需厚植劳动关系法治土壤
应对春节期间的疫情是一

场大考， 如何既确保外地员工
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又不违
法裁员， 考验着企业的法治功
底。 作为有社会责任担当的企
业， 理应保持依法裁员的正确
姿势。 如此， 才能以法治的兜
底保障， 让外地员工没有任何
后顾之忧地积极响应 “就地过
年” 的倡导。

□张智全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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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囤药
过犹不及

工会活动阵地
向乡镇延伸前景广阔

天歌：“这两天来囤感冒药的
人挺多。”17日上午， 西安市雁塔
区一家药店的店员表示， 他们周
日有买赠活动， 又刚成门诊慢性
病零售药店，所以顾客比较多。她
表示，不少人听说买退热、止咳、
抗病毒、 抗菌素四类药要提供核
酸检测报告， 都赶这两天来买一
些家中常备的感冒药。 不管是药
品还是防护、消毒用品，都希望广
大市民理性消费， 没有必要大量
囤积，否则就有些过犹不及了。

寒假将至， 猿辅导、 作业帮
等在线教育平台又活跃起来。 微
信朋友圈、 抖音、 电视广告、 地
铁站、 楼宇电梯广告……学龄孩
子家长目光所及之处， 基础教育
在线平台的广告一个也不放过。
（1月18日 《中国纪检监察报》）

在线教育， 无疑是拓展教育
资源的一个很好的渠道， 是满足
一些家庭对优质教育需求的市场
化平台， 也是当下教育领域积极
应对疫情、 解决小学生日常学习
之需的重要手段， 能够有效保证
大部分小学生 “停课不停学 ”。
从这个层面上看， 在线教育是教

育领域的重要补充， 其蓬勃发展
的走势值得肯定。 不过， 在资本
的助推下， 在线教育市场超规模
发展的同时， 也出现一个值得警
惕的信号 ， 那就是企业竞争加
剧、 在线教育质量差别很大。

其实，种种迹象表明，在线教
育正在走向一种急功近利的模
式， 一些在线教育机构只图赚快
钱， 而不注重长远发展， 有的在
广告宣传上大肆 “烧钱”， 功夫
没有下在如何提高在线教育的质
量上等等 。 对此 ， 相关专家表
示， 对于在线教育来说， 在线只
是手段， 核心还是教书育人、 启

迪智慧。 教育、 市场监管等部门
要加强联动， 加强对在线教育行
业健康发展的指导和调控， 防止
无序的资本厮杀， 鼓励指导在线
教育回归教育本身。 笔者以为，

在线教育既是互联网时代发展的
产物， 也是一个功在当代、 利在
千秋的大好事 ， 绝不能走偏走
歪， 成为利欲熏心的市场肉搏。

□舒心萍

在线教育不能走偏走歪

疫情防控
不能忽略防疫“盲区” 蒙混过关

年关将至， 各地不少辛苦一
整年却被欠薪的农民工再次走上
艰辛的讨薪之路 。 记者调查发
现， 在农民工欠薪案件多发的建
筑领域， 常会出现一种 “尾款怪
象 ”， 即在工程项目施工期间 ，
农民工大多都能顺利拿到工钱，
但工程项目一旦进入尾声或竣
工， 他们想要领到尾款， 却会遇
到老板的各种拖延理由， 最终引
发欠薪案件。 （1月18日 《经济
参考报》）

近年来， 国家在农民工工资
清欠治理工作上不断 “加码 ”，
并取得阶段性成效， 这是好事，

但现实中出现的这种 “尾款怪
象” 不容忽视。 农民工被拖欠的
工资 ， “老板们 ” 要么硬拖不
给， 要么如挤牙膏一般， 挤一点
给一点。 虽然现在很少出现完全
不给的情况， 可要拿到尾款却难
上加难， “能拖就拖” 已成为一
些人的惯用招数 。 调查发现 ，
“尾款怪象” 的发生， 究其根本
主要包括内外两大原因， 外在原
因是 “上头打架 ， 下头遭殃 ”，
层层垫资施工让农民工成为牺牲
品。 内在原因是农民工长期处于
弱势地位， 维权意识较低， 发现
欠薪问题大多只会忍。 但无论如

何， 此类 “尾款” 都是农民工应
按时得到的工资薪酬， “怪象”
本质还是欠薪， 有关部门对此不
能见怪不怪 ， 而是亟待对症下
药， 加以铲除。

治理欠薪 “顽疾” 关键要让
政策真正落地， 国家已针对农民
工欠薪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文件，
这为铲除 “尾款怪象” 提供了坚
实的法律保障。 各地应在已有的
联合治理机制基础上， 进一步明
确分管职责， 严格落实， 切实落
实行业主管部门责任， 加强各部
门日常联合检查力度， 让 “尾款
怪象” 无所遁形。 □张国栋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会同市总工会 、 市企业联合
会、 市工商联近日发布通知， 就
倡导外地员工 “就地过年” 明确
相关要求和措施， 确保在京务工
人员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通知要求， 要指导用人单位稳定
外来务工人员在京过节期间的劳

动关系， 规范用工行为， 不得违
法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

“有钱无钱，回家过年”。对于
在外地打拼的企业员工来说，春
节回家始终是他们解乡愁的必定
动作。 庚子年春节因为新冠肺炎
疫情的原因， 不少外地员工都没
能回家过春节，多少有些遗憾。虽
然经过艰苦努力， 我国目前疫情
得到了有效防控， 但近期各地出
现的零星本土疫情， 再度让疫情
防控处于严峻状态， 外地员工回
家过春节又多了一些变数。 本着
防控疫情的需要， 倡导外地员工
“就地过年”，完全有必要。

实际上， 为防控疫情， 多数
外地员工对 “就地过年” 倡议是
理解和支持的 。 但必须指出的
是， 倡导 “就地过年”， 除了要
让外地员工过上一个祥和的春节
外， 更要解除他们在劳动关系稳

定方面的后顾之忧。 如果因响应
“就地过年 ” 倡导反而被解聘 ，
是谁也不愿意的 。 在这种视角
上， 北京强调要依法规范春节期
间的用工行为， 严禁企业以疫情
为借口违法终止或解除劳动关
系， 体现了厚植劳动关系法治土
壤的治理思维， 显然有助于让外
地员工在响应 “就地过年” 倡导
方面吃下 “定心丸”。

疫情属于不可抗力， 难免会
对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困难， 也
让一些有降低违法用工成本 “小
九九” 歪念的企业， 通过违法终
止或解除劳动关系的方式来裁员
有机可乘。 虽然这种现象不是很
普遍， 但也不是没有。 鉴于此，
北京在倡导外地员工 “就地过
年” 的同时， 提前给有非法裁员
企图的企业打 “预防针”， 体现
了依法保障外地员工权益的满满

善意， 可谓正当其时。
企业为应对疫情难关选择裁

员， 虽说事出有因， 但前提必须
是依法而为 。 根据我国 《劳动
法》， 用人单位只有在濒临破产
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生产经营
状况发生严重困难时， 且应履行
相关法定程序后， 方可裁员。 在
没有非裁员就不能自救的情形下
裁员， 劳动行政部门应对违法企
业给予警告， 并责令改正； 如对
劳动者造成损害， 则应承担赔偿
责任。 显然， 疫情期违法裁员是
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有这种歪念
的企业， 当以此为戒。

春节是用工高峰期， 在疫情
防控的特殊阶段， 最容易发生疫
情应对幌子下的非法裁员行为，
需要厚植劳动关系的法治土壤。
对此， 劳动执法部门要未雨绸缪
地做好指导用工和严肃执法的应

对工作， 及时把春节期间的劳动
关系规范在法治框架内。 企业也
要充分认识到倡导外地员工 “就
地过年” 的积极意义， 在力所能
及地为外地员工营造温馨过年气
氛的同时， 依法依规地规范自己
的用工行为， 以善待员工的正确
姿势， 留住外地员工， 从而为自
身渡过春节期间的疫情难关奠定
良好基础。

应对春节期间的疫情是一场
大考， 如何既确保外地员工过一
个欢乐祥和的春节又不违法裁
员， 考验着企业的法治功底。 作
为有社会责任担当的企业， 理应
保持依法裁员的正确姿势 。 如
此， 才能以法治的兜底保障， 让
外地员工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地积
极响应 “就地过年” 的倡导， 努
力实现外地员工 “就地过年” 与
应对疫情的“美美与共”。

自2018年起， 绍兴市总工
会 开 始 在 全 市 6个 县 （市 、
区）、 103个乡镇 （街道） 精心
打造职工文化活动阵地。 截至
2020年10月底， 已全部建成，
实现全覆盖。 3年里， 绍兴市
总打出公益普惠、 品牌文化、
创新驱动三套 “组合拳”， 真
正用好 、 用活了工会活动阵
地， 赢得了广大职工群众的口
碑。 如今在绍兴市很多乡镇，
职工居民喝酒打牌的少了， 阅
读的氛围浓厚了， 享受工会服
务更便捷了。 （1月18日 《工
人日报》）

绍兴市总工会在全市6个
县、 103个乡镇 （街道） 精心
打造职工文化活动阵地， 职工
之家、 职工书屋等一系列硬件
配套齐全， 为职工开设各种培
训课程， 定期组织大众参与文
体活动， 组建了一批公益行动
社团……这种建在基层乡镇的
职工文化活动阵地 ， 很有新
意 ， 能够受到广大职工的欢
迎， 得到乡镇政府的支持， 为
工会创新服务、 扩大影响提供
了积极借鉴。

工会活动阵地向乡镇延
伸， 拓展了工会活动的思路和
范围。 新的时期， 工会组织如
何工作， 如何引导职工参与工
会活动 ， 提升职工的文化水
平、 技术能力和综合素质， 如
何扩大工会的影响力， 绍兴市
总工会给出的答卷可以打高
分。 工会为职工服务， 需要放
下架子， 围绕企业和职工， 向
乡镇布局。 这符合企业发展的
实际和广大职工群体的意愿，
也进一步体现了工会组织的作
用及其影响力。

简言之， 乡镇职工文化阵
地呈现出一派生机活力， 成为
展示工会良好形象的窗口、 满
足职工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平
台、 工会资产保值增值的公益
性文化事业样板， 突出体现了
工会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大有
前景， 值得点赞。

□卞广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