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日图评

1月30日，北京公交集团发布
《关于公交站名规范方案的通
告》， 部分公交站名将于2021年2
月6日首车起实施。 记者了解到，
本次站名调整范围大， 涉及站位
1683处，站名843个。据了解，公交
车站的命名依据以地名为主，可
以小区名称、 道路名称等较为稳
定的实体为命名依据； 同站或不
足半个站距的相邻站位使用同一
站名，不出现“同站不同名”或“近
站不同名”。（1月31日 《新京报》）

每天，我们城市里的许多人，
都要乘坐公交车上下班、上下学，
或者去各种不同的地方， 经常要
看看站台上的公交站牌及站名，
指导我们的出行。 公交站牌及站
名，是一个城市的名片，名片设计
得好， 将为人们的出行提供正确
的指导，使人们能够方便、快捷地
到达目的地， 节约时间和少走冤
枉路。反之，如果公交站牌上出现

“最绕站名”，或信息错误，就会误
导行人，人为增加了出行成本。

特别是，公交站牌及站名，除
了是市民和外地游客获取信息、
了解城市交通状况的一个途径，
也是展示城市文明和文化的一个
重要窗口。 因此， 确保公交站牌
上的信息准确无误、 简洁明了，
是必要的前提； 同时， 还要美观
实用， 还需体现人性化， 尤其在
设置上， 应科学选址、合理布局，
兼顾多数市民的利益， 更好地发
挥出普惠大众的积极作用。可见，
北京对公交站名进行规范和调
整，是回应民意诉求的一种方式，
也是改善民生的一项便民措施。

换言之， 规范公交站名， 关
键是兼顾民意和便利。 这显然值
得各地仿效。 在对公交站名进行
规范和调整时， 不能闭门造车，
应面向市民征求意见， 并采取听
证的方式， 确定设计方案， 最大

限度地规避市民候车的被动性，
实实在在地方便市民出行。 特别
是， 公交站牌除了信息准确无误
之外， 也应该在材料选择、 式样
设计及具体制作上体现普适性和

人性化。比如，条件允许的话，可
使用电子站牌， 站名可同时设置
中文、 汉语拼音、 英语等多种文
字，字体要大，清晰明了，适应多
种人群的需求。 □张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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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不妨用好“工会管家”

防控疫情， 需要我们每
一个人并肩作战。 广大群众
个人为国家算 “大账 ”，留在
原地过年， 政府和社会各方
面在捍卫人们健康的同时 ，
也要顾念人们的正常情绪 ，
用实实在在的温暖关爱让
“留京过年”的人们“年味”不
打折。

□郭丽华

■今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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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在厦门市总工会的
支持下， 地处厦、 漳、 泉金三角
中心地带的同安区将工会维权服
务前置， 在工业园区成立了全省
首个 “劳动法务工作站”， 聘请
专业劳资管理人士当 “劳动关系
健康管家”， 为企业提供劳动合
同、 制度建设、 绩效管理、 薪酬
制定等劳动关系风险评估， 帮企
业找准引发劳动争议的 “病根”。
（1月31日 《工人日报》）

地处厦、 漳、 泉金三角中心
地带的同安区， 区内劳动密集型

企业多、 中小微企业多、 搬迁企
业多、 外来职工多， 劳动关系复
杂。 这些问题若处理不好， 不仅
会埋下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隐
患， 而且不利于和谐劳动关系的
构建， 更会给行业及区域的高质
量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工会管家” 显然可以解决
上述问题。 据悉， 同安区已建立
了由职业化工会专干、 律师、 劳
动关系协调师、 企业工会主席、
人力资源专家组成的 “劳动关系
健康管家”团队。并通过定期举办

工会主席沙龙，开通“工会管家”
24小时劳动法务在线问诊等方
式，提升企业自检、网格互检、区
域联检的能力， 这就能够为劳动
关系双方提供更好的服务。

更值得称道的是 ，“工会管
家”并不是工会的单打独斗。同安
区总工会在与司法、人社、法院等
部门联动中， 打出了一套漂亮的
组合拳。具体来看，实现了工会与
司法、人社、法院等部门的有效联
动， 其所带来的成效也是多方面
的。 据报道显示， 园区企业职工

劳动合同签订率达98%以上， 最
低工资标准、 国家工时和休假制
度等均得到了较好的落实。

“工会管家” 可以促进企业
劳动关系更健康。 但更为重要的
是， 企业当增强依法用工意识 。
比如 ， 企业单方面解除劳动合
同， 未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 征
求工会意见， 属于违法行为。 而
这也有赖于企业增强守法自觉，
但 “管家” 的及时有效纠偏也不
能忽视。

□杨玉龙

距离春节还有一周多点的时
间， 年味渐浓。 今年， 面对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严峻复杂的形势，
各地纷纷倡导“就地过年”，北京
也向广大市民群众发出了 “留京
过年”倡议，这也成了近期公众讨
论的热点。从理智上看，每年的春
运对于整个国家都是一场 “人口
迁徙”，聚集多、流动大，在疫情复
杂多变的情形下风险极大， 倡导
“就地过年” 对于减少病毒传播
风险具有可行性。

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节
日， 回家过年是每个中国人心中
抹不去的情结。 “留京过年” 的
倡议， 对于广大群众个人而言，
个中取舍、 辗转权衡， 无疑是艰

难的。 某种意义上， 这也是一种
付出———我们曾为国家的疫情防
控尽己所能。 而从实际来看，“就
地过年”虽然只是倡议，并不具法
规强制性， 但广大市民群众多数
都给予了理解和支持。 1月27日，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群
众 “留京过年 ” 调研报告 ， 在
1858份有效问卷中 ， 77.0%的受
访者对 “留京过年” 表示支持。
有人在采访中说， “在国家有倡
议、 防控有需要、 生活有保障的
情况下， 选择就地过年是对疫情
防控最大的支持”。

人是留住了， 但是怎么留住
“心 ” 呢 ？ 如何让 “留京过年 ”
的群众过一个 “不打折扣 ” 的
年？ 引导群众 “留京过年”、 让
广大市民群众配合的前提是换位
思考， 要尽力站在 “留京过年”
群众角度前瞻性地想他们可能遇
到的难处和心结， 这是在倡导就
地过年上应有的温暖视角。 要用
服务 “留” 人， 用服务解后顾之
忧 ， 想 “留京过年 ” 群众之所
想 ， 急他们之所急 ， 问题解决
了， 麻烦消除了， 自然都愿意留
下来过年。 从国家层面到地方政
府， 对此不可谓不重视。 在此前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 《关于做好人民群众就地过
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 的前提
下， 1月27日， 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再次强调： 相
关各方要做好广大群众就地过年
的服务保障。 同日下午召开的北
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介绍了北京
保障市民群众在京过年的举措。

各方报道显示， 对于首都北
京而言 ， 舍得投入资源做 “加
法 ” 以服务好 “留京过年 ” 群
众， 这种思路，让“留京过年”有
了“最优解”，也成为凝聚民意的
“最大公约数”。 各级政府部门在
送温暖留心、强政策留岗、稳生产
留工、 优服务留人上出台了系列
“组合拳”措施，对于群众“留京过
年” 涉及到的市场供应、 公共交
通、商业、物流等方面的保障，以
及农民工、大学生、留守儿童、空
巢老人等特殊群体， 都在逐级建
立完善相关配套保障措施， 尽最
大可能确保“留京过年”的群众安
心、舒心、开心。政府在留人，作为
用人的主体，企业也在纷纷行动，
很多企业都给出了留岗 “大礼
包”， 推出以岗留人、 以薪留人，
“过年礼包” 等举措。

作为职工的 “娘家”， 为了

服务好 “留京过年” 职工， 全市
各级工会也花了不少心思。 如，
北京市总工会依托12351职工服
务网 、 12351APP， 开展优惠购
物、 家政服务、 运动健康等职工
喜闻乐见的服务， 联合北京银行
向 “留京过年” 工会会员发放10
万份爱奇艺影视会员卡 ， 丰富
“留京过年” 职工节日生活； 朝
阳区总工会下拨外地务工 “留京
过年” 人员专项经费； 丰台区重
点点位的 “职工之家” “暖心驿
站” 春节 “不打烊” ……这些举
措都实实在在， 满含诚意， 能够
站在 “留京过年” 群众的角度想
就地过年可能遇到的问题。

盘点下来， 就会看到北京方
方面面都在用满满诚意推动 “留
京过年” 从简单的倡议具体化为
充满温度、可操作性强的“过节指
南”。 “留京过年”的安排，说到底
是一种公共服务。节日已近，对于
“留京过年”的人们，各方面的服
务不妨可以“向前一步”。比如，政
府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 根据实
施情况及时调整有关政策， 以更
好的服务来降低群众 “过年留返
受限”带来的不适感。用人单位距
离职工最近，是推进“留京过年”
的关键环节，在谨防“留京过年”

变为“留岗加班”前提下，可以与
一些商家饭店洽谈合作，为“留京
过年” 的外地职工安排好大年三
十晚上的年夜饭， 让留守当地的
员工感受到企业最实际的照顾，
而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 其实也
是从你对他关键时刻背后所提供
的支持开始。对于各级工会组织，
此时正是应当发挥职工“娘家”作
用的时候，要积极行动起来，配合
做好“就地过节”保障工作，多一
些暖心关怀、务实举措，急“留京
过年”职工之所急，想“留京职工”
之所想， 要适度采取 “线下+线
上”的方式，丰富“留京过年”职工
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总而言之， 疫情防控的决心
自然要 “硬”， 但实施手段需要
尽量地 “暖”。 防控疫情， 需要
我们每一个人并肩作战。 广大群
众个人为国家算 “大账”， 留在
原地过年， 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在
捍卫人们健康的同时， 也要顾念
人们的正常情绪， 用实实在在的
温暖关爱让 “留京过年” 的人们
“年味 ” 不打折 。 当华灯初上 、
年味浓浓， 能让在京奋斗的人们
感受到暖意， 在心里激荡起幸福
的味道， 是这座城市给他们最美
好的祝福。

记者近日从全国总工会获
悉， 据不完全统计， 各级工会
整合社会资源，采取自建、共建
等方式， 建设户外劳动者服务
站点7万多个， 累计投入资金7
亿多元， 服务以农民工为主体
的户外劳动者群体 4300多万
人，在全社会营造了尊重劳动、
关爱劳动者的社会氛围。（2月1
日 《劳动午报》）

2016年初， 针对环卫工人
等户外劳动者 “吃饭难、 喝水
难、休息难、如厕难”等实际问
题，全总下发了《中华全国总工
会办公厅关于推进户外劳动者
服务站点建设的通知》。 近年
来，各级工会积极响应，建设了
一大批形式多样的户外劳动者
服务站点， 给广大户外劳动者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关爱。

户外服务站点， 建好更要
用好。具体而言，其一，要加大
对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的宣
传，扩大影响力、提高知晓率，
引导更多户外劳动者走进服务
站点、享用服务站点。比如，将
建成的“爱心驿站”推上百度地
图，方便户外工作者搜索、就近
休息。其二，要规范服务管理，
提高服务水平。 如加强管理人
员、服务人员的培训，引入切实
可行的评比机制。其三，要丰富
服务内容，如增加科普讲座、免
费理发、交通法制宣传等服务。

此外，与有关部门、爱心企
业联手，与环卫保洁、快递等公
司协商， 尽量解决作息时间不
同步、工作节奏不同频等问题，
提高站点的使用率， 真正把好
事办好、实事办实。

□付彪

■长话短说

“留京过年”，让“年味”不打折

“户外服务站点”
建好更要用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