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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重奖科技人员传递出积极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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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涨钱了！ 近日， 江西、 黑龙江、 陕西等多
个省份宣布上调2021年最低工资标准， 还有一些地
方也确定上涨并在酝酿上涨方案。 （2月24日 中新
网） □朱慧卿

张国栋： 据报道， 最高人民
法院近日发布人民法院老年人权
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其中， 92
岁老人被子孙以账户挂失为名 ，
其24万元存款被取出并存入孙女
账户， 作为 “强行啃老” 的典型
案例发布。 各级法院应充分重视
典型案例的释法说理作用， 善于
以小案例讲述大道理， 善于以典
型案例体现正确的价值导向， 传
递依法善治的积极信号， 从而推
动整个社会实现依法善治。

问需职工，让维权服务工作接地气更贴心
新时代的工会维权服务

工作， 既要满腔热情， 更要
用心用情， 精准发力。 广大
工会干部要迈开双腿， 深入
基层， 走近职工， 了解他们
的酸甜苦辣， 感知他们的喜
怒哀乐。

□何应洋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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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要小心
试用期“陷阱”

异地就业劳动者
权益保障不能忽视

杨李喆： 春节过后， 各地陆
续开始春季招工。 而试用期是大
多数劳动者应聘后要经历的环
节， 但这当中所潜伏的众多玄机
常常让劳动者始料未及。 试用期
的陷阱， 劳动者在求职过程中务
必要提防。 试用期不应成劳动者
权益肆意被侵害期， 关键是用人
单位增强法律意识， 切实尊重劳
动者的合法权益。 同时， 于劳动
者也应该增强法律及防范意识。

为了更好地开展深化 “服务
企业、 服务群众、 服务基层” 活
动， 发挥工会作用、 贡献工会力
量， 浙江湖州吴兴区总工会于日
前开展 “当一周工人、 体工会初
心” 活动。 区总机关全体干部轮
流排班， 到吴兴区高新区的湖州
老恒和酿造有限公司车间当起了
“吴小工”。 （2月25日 《浙江工
人日报》）

工会干部们穿上工装、 走进
湖州老恒和酿造有限公司的车
间， 与企业一线职工一起工作，
干得热火朝天 ， 打包纸箱 、 放
货、 搬运……整个流程有条不紊
地开展。 “当一周工人、 体工会

初心” 活动， 对于参加该活动的
工会干部而言， 虽然时间只有一
周， 可意义深远。

笔者以为， “当一周工人、
体工会初心” 活动， 好就好在不
是简单的到车间当工人， 缓解有
些企业用工需求， 更主要的是很
接地气， 能更好倾听基层职工的
心声， 实打实地给企业发展有一
定的帮助。 与此同时。 对工会干
部本身也是一次很好的体验教
育， 能让他们更了解工人， 学工
人品格， 悟工匠精神， 把心和职
工贴得更近。

新时期工会工作要在把握职
能定位的前提下， 按照工会四大

职能 “教育 、 维护 、 参与和建
设” 的要求， 就要与时俱进， 创
新工作方式方法。 吴兴区总工会
开展 “当一周工人 、 体工会初
心” 活动， 所展示的是新时期工

会干部的良好形象， 能让工会干
部的心和职工贴得更近。 其形式
不一定大家都要模仿， 可其不改
初心的精神实质值得学习提倡，
理应点个大大的赞。 □周家和

把心和职工贴得更近些

以典型案例推动
社会依法善治

上调

2月19日， 位于河南洛阳的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一年一度的科技大会， 特对荣获
2020年度公司科技进步特等奖 、
一二三等奖， 及创新设计奖、 工
匠创新奖、 专利奖等的工作者给
予100万元到3万元不等的奖励，
总额达333万元。 （2月25日 《工
人日报》）

一家企业能一次性拿出333
万元， 对科技工作者进行重奖，
这样的大手笔确实非常值得点
赞。 笔者认为， 企业的这种做法
高瞻远瞩， 体现了企业发展的战

略性眼光， 向社会传递了积极的
信号。

首先， 体现了对科技工作者
工作的肯定。 企业的科技工作者
是非常辛苦的。 为了攻克技术上
的难题，他们经常任劳任怨，加班
加点，忘我工作。对于他们工作上
取得的成绩进行奖励， 体现了企
业对科技人才的重视和呵护。

其次， 也体现了对企业科技
创新的重视。 科技是企业发展的
核心竞争力。 科技没有创新， 行
业就没有发展 ， 社会就没有进
步。 显然， 我们要在补齐科技创

新短板、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上下
功夫， 增强企业全方位高质量发
展新动能。 可以说， 企业拥有的
核心技术的科技 “王牌” 越多，
就越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
主导地位， 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 也给其他企业树立了
很好的示范。 我们常说， 榜样的
力量是无穷的。 重视科技发展和
创新， 应该成为我们的一种企业
文化。 这样的企业越来越多， 就
能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发展氛
围， 让科技引领企业发展成为一
种风尚。 □陶象龙

“三心” 驿站暖了户外劳动
者、“小牛哥·刹一脚”驿站走红城
市骑手圈、“歇脚之所” 为首都注
入更多温情……近期 ，《工人日
报》推出的“关爱户外劳动者·工
会在行动”系列报道，让人心生暖
意，从中感受到了“娘家人”对户
外劳动者的殷殷关爱之情。

目前， 全国工会户外劳动者
服务站点已逾七万个。 建立户外
劳动者服务站点，让劳动者“累了

能歇脚， 渴了能喝水， 没电能充
电，饭凉能加热”，已成为工会维
权服务工作的重要平台， 也是不
少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竭诚服
务职工群众，是工会的主责主业，
是需要工会干部去精耕细作种好
的“责任田”。多年来，各级工会聚
焦主责主业，打造了“送温暖”“金
秋助学”“阳光就业” 等一批有影
响、可复制、易操作的维权服务品
牌，职工群众在“娘家人”的履职
尽责中， 有了更多更直接更现实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解决好职工群众急难愁盼的
问题，是工会组织该有的模样。但
在少数地方， 这一形象在职工心
目中变得有些“模糊”了。 一些工
会干部，聊到维权服务工作时，时
常感到委屈： 明明在这方面动了
不少脑筋，花了不少心血，但到年

终考核时，职工还是给了一个“差
评”。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很多，
但维权服务工作不直接不深入不
贴心，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实践
中，少数地方的维权服务工作，要
么程序繁琐，缺少便捷性，层层申
报，公章“旅行”，难以直通基层、
直达职工；要么纸上谈兵，不具操
作性，看上去很美，但华而不实，
脱离实际，难以落地见效；要么虎
头蛇尾，没有连续性，只听到“起
跑”的发令枪响，看不到途中跑和
冲刺跑—————凡此种种， 职工群
众给个“差评”也在情理之中。

如何使维权服务工作更直接
更深入更贴心？ 各地工会建立户
外劳动者服务站点的做法， 给了
我们有益的启示。

要删繁就简，化繁为简，多在
直接和便利上下功夫， 实打实开
展维权服务。比如，对于户外劳动

者服务站，新疆克拉玛依工会，从
选址到布置，花了不少心思，按照
“临街靠路、就近便利、依托基层、
按需备置” 原则， 综合考虑了流
量、区域、面积以及服务站管理等
多重因素， 力求为户外劳动者提
供最大程度的便利。

要深入基层，调查摸排，从职
工的实际需要出发， 按需求精准
维权服务。 比如， 成都牛市口的
“小牛哥·刹一脚”驿站筹建前期，
街道对辖区内的快递物流、 外卖
配送、网约车企业及站点，全面摸
底，收集需求，分类研判，最终提
出建设标准和服务清单， 按需分
类提供周到暖心的服务。 “小牛
哥”们在此处歇息，从这里出发，
收获了更多的社会融入感、 组织
归属感和职业荣誉感。

要带着真情， 尽责尽力， 用
匠心精神和绣花工夫， 心贴心提

供维权服务。 比如， 遍布北京大
街小巷的7362个暖心驿站， 不仅
是户外工作者的 “歇脚之所 ”，
还有为女职工提供的红糖热水，
为货车司机提供的咖啡饮料、 为
快递员保洁员提供的防暑药品等
等， 让户外工作者从心底里感受
到工会的贴心服务 ， 体会到了
“家” 的温馨。

新时代的工会维权服务工
作， 既要满腔热情， 更要用心用
情，精准发力。广大工会干部要迈
开双腿，深入基层，走近职工，了
解他们的酸甜苦辣， 感知他们的
喜怒哀乐。只有感同身受，才会知
道职工群众牵肠挂肚的是什么、
急难愁盼的是什么， 也才知道工
会工作应当干什么。 脚下多沾一
些泥土，心中对职工多一份真情，
工会的维权服务工作就会更接地
气、更有温度、更加贴心。

异地就业， 在我们日常的
生活中并不少见。 辛辛苦苦搬
到另一座城市， 只身奋斗大半
年， 和公司总部的交流全凭微
信 、 邮件 ， 时常会产生一种
“无人来管” 的失落感。 而若
和公司发生劳动争议， 这种感
觉更甚： 公司发来一纸解除通
知， 自己想去维权， 却发现自
己所在地的相关部门不受理。
（2月24日 《劳动报》）

异地就业劳动者权益亟待
用人单位加强保护。 要知道，
无论是业务需要还是企业扩
张， 劳动者遵从安排到异地工
作已属不易， 在其权益保障方
面就更不能打折扣。 倘若让异
地就业的员工存在 “无人来
管” 苦恼及失落， 不仅对员工
不公， 更不利于事业的发展。
于企业应该认识到， 在外的员
工也是 “家人”， 同样更需要
厚爱一等。

需要通过政策的完善， 让
异地就业劳动者权益更有保
障。 比如， 当前上海的部分区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将劳动者
的实际工作地纳入管辖范围，
也就是说 ， 劳动者在哪里工
作， 所在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
员会就有可能接受劳动者的仲
裁申请。 还如， 网上仲裁庭的
线上服务， 也能方便劳动者维
护自己合法权益。 这些举措就
值得称道。

此外 ， 也需要多部门协
作， 保障好异地就业劳动者权
益。 诚如媒体所言， 伴随着区
域化经济的发展， 双城通勤模
式将越来越普及 ， 人社 、 法
院、 工会及其他相关部门也会
更加关注 “双城职工”， 化解
他们维权中的道道坎坎， 铺上
一条平整的维权之路。

同时， 值得注意的是， 用
人单位不应打着“异地” 这个
擦边球， 规避自身理应承担的
职责 。 当然 ， 对于从业者来
讲， 也应该增强法律意识， 善
于运用法律武器维权。

□李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