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网评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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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应为外来工营造好的用工环境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5600元的课， 现在50元， 将马上停售！” 公交
站牌、 楼宇电子屏、 微信朋友圈……在线教育广告随
处可见。 “火热” 的在线教育背后， 更多的是利益驱
动。 进一步严格规范校外线上培训发展， 已成为广大
学者、 教师、 家长的共识。 (2月28日 《人民日报》）

□王铎

吴学安： 近期， 福建省市场
监管局、 农业农村厅等部门和相
关行业协会 、 同业公会一起出
手， 展开 “天价岩茶” 专项整治
行动， 祭出打击 “天价岩茶” 的
组合拳， 力求还茶叶市场一个清
朗空间。 “天价岩茶” 不仅扰乱
市场， 也会让茶农受到伤害。 遏
制 “天价岩茶” 乱象， 有关部门
要正确引导， 加强监管， 对 “天
价岩茶” 乱象加大监管和治理力
度。

阻断困难职工代际贫困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代际贫困是困扰许多贫

困家庭的问题， 也是社会舆
论关注的话题。 这种现象的
产生源于多重因素， 包括历
史的、 现实的、 物质的、 观
念的……解决起来也需要多
方入手， 共同努力。

□张刃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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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刷单炒信”
要重罚还要“拉黑”

消除“形式主义加班”
要从观念上纠偏

汪昌莲： 近日， 江苏常州市
场监管部门查处了一家违法网
店。 该网店通过刷单 、 炒信等 ，
虚增商品销量和好评。 黑猪肉仅
销售一笔， 却有637条用户评价。
经调查， 这家网店将已经下架商
品的用户评价套用到新商品上 ，
借此虚增上千条评论， 属于刷单
炒信的行为。 电商 “刷单炒信”，
要重罚更要 “拉黑 ”。 有关部门
应完善监管措施， 建立 “炒信黑
名单 ” 制度 ， 并在网上公开曝
光， 接受社会监督。

日前， 郑蕊、 郑海思经河南
老乡吴振朵 “牵线搭桥”， 来到
位于崇寿镇的慈溪市三洋电子有
限公司， 开始新一年的工作。 春
节以来， “三洋电子” 已有120
多名老员工返岗， 带动近20名新
员工入职。 （2月28日 《宁波日
报》）

据当地媒体报道 ， 新年伊
始， 慈溪各地打好用工保障 “组
合拳”， 其中一招就是通过设立
员工返岗服务网点、 派出 “返岗
暖心大巴”、 开通老乡交流热线
等， 打好 “老乡牌”， 有效地为
企业提供了用工保障服务。

过年后， 不少企业在复工复

产过程中， 都面临着劳动力紧缺
的现象。 如何纾解这一难题？ 笔
者认为， 打好 “老乡牌”， 不失
为一个妙招。

首先 ， 政府和企业以心留
人、 以情留人、 以 “薪” 留人等
人性化的管理和服务， 让外来务
工人员增加了获得感、 安全感和
幸福感， 能产生 “此心安处是吾
乡” 的留恋， 有利于稳定和扩大
外地员工队伍。

其次 ， 老乡现身说法带老
乡， 形象生动， 说服力更强， 既
可解除新员工的疑虑， 相同的语
言和生活习惯， 又便于新员工尽
快融入当地人文环境， 促进了社

会的和谐。
此外， 通过老乡之间的 “传

帮带”， 还能够加快新员工技能

的学习和提升， 使他们早日进入
“角色 ”， 为企业的发展作出贡
献！ □韦华

打好“老乡牌”是企业招工的妙招

别让“天价岩茶”
给市场添乱

网课热

日前， 浙江台州市总工会开
展 “情系职工 温暖相伴 ” 车票
补贴活动。 2月28日前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返回台州的非台州籍职
工， 有机会获得最高400元的补
贴。 补贴名额400个， 先到先得。
台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负责人
常冬梅表示， 开展这项活动， 就
是为了鼓励外来务工人员积极返
岗 ， 并带动更多老乡来台州就
业， 从而解决台州企业用工难问
题。 （2月27日 《台州日报》）

据有关部门分析， 用工稳定
性差是造成一些企业、 区域用工

短缺的主要原因， 改善企业用工
环境、 增加员工收入是提高员工
返岗率 、 缓解 “招工难 ” 的关
键。 一方面， 留住外来工要有一
颗真诚的心， 不能只追求企业利
润的最大化， 更要保障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 保障劳动者的工资和
福利待遇。 另一方面， 要坚决杜
绝欠薪、 劳动环境恶劣等损害劳
动者权益的问题。 要依照劳动法
规保障外来工的各项权益。

我们要看到， 随着时代的发
展变化，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逐渐
成为农民工的主体。 新生代农民

工的求职观念与其父辈的相比较
而言， 不仅注重工资待遇和劳动
环境， 更注重用人方人格品质、
个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对于用工需求大的地区来
说， 各级政府部门和各类企业面
对用工难问题都要长远思忖谋
划， 努力为外来员工营造一个温
馨和谐的用工环境， 提高用工待
遇， 保障职工权益， 打造能够吸
引人的人文环境， 提高外来工对
于地区和用工单位的认同感， 以
及满足员工精神需求， 以良好的
用工环境留住人心。 □沈峰

“我们在城市困难职工的解
困脱困工作中， 不仅有雪中送炭
的物质帮扶， 还抓住教育扶贫精
准发力， 从根本上阻断城市困难
职工的代际贫困， 通过改变困难
家庭学子的命运来改变一个家庭
的命运 。” 《工人日报 》 报道 ，
北京市东城区总工会近年来构建

了覆盖学前教育、 义务教育、 高
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困难职工
家庭学生的精准帮扶体系， 确保
在所有教育阶段无一名学生因贫
失学； 在学生大学毕业后， 工会
将提供就业帮扶直至就业， 全面
实现对困难职工家庭子女从幼儿
园至大学毕业后帮助就业的全覆
盖、 不断线式的帮扶。

读了这则新闻， 在为工会组
织善举点赞的同时， 也触发了更
多的思考。

代际贫困是困扰许多贫困家
庭的问题， 也是社会舆论关注的
话题。 这种现象的产生源于多重
因素， 包括历史的、 现实的、 物
质的、 观念的……解决起来也需
要多方入手， 共同努力。

工会组织代表和 维 护 职 工
权益 ， 为 困 难 职 工 子 女求学 、
就业提供必要的帮助， 虽然不能
说是分内之责， 却是实实在在的
雪中送炭， 体现了工会组织对困
难职工的关爱深入其家庭 、 子
女， 彰显了工会组织的作为， 也
因此赢得了职工更多的信赖和拥
护， 增强了工会组织的凝聚力。
但是 ， 工会的人财物力毕竟有
限， 而且要做的事情很多， 比助
学更重要的工作、 活动还需要更
多的人财物力。 况且， 从幼儿园
到大学毕业、 乃至就业， 是一个
相当漫长的过程， 也不是工会一
家可以 “包办到底” 的。 工会组
织可以尽心竭力， 但不等于说这
件事只能由工会来做———事实上

也做不到或做不好 。 政府 、 学
校 、 用人单位都有责任为之尽
力。

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基本生活
保障， 是政府的职责， 包括义务
教育阶段费用， 政府部门应该按
照相关政策给予帮助或补贴， 执
行到位 。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场
所， 不以赢利为目的， 对于贫困
家庭子女应该有相应的帮扶机
制， 即使不是资金的补助， 也有
义务帮助他们勤工俭学， 在培养
学生健康人格的同时， 保证他们
完成学业。 在就业问题上， 用工
单位同样负有社会责任， 对于贫
困家庭成 员 就 业 给 予 适 当 倾
斜 ， 使之有基本生活保障 。 这
样， 加之工会组织的助学活动，

各方共同努力， 才能为贫困家庭
走出代际困境辟开通道， 创造条
件。

最后特别要说的是， 寒门学
子在求学、 就业观念和追求上要
脚踏实地， 从实际出发， 不可好
高骛远， 不可脱离实际与现实。
要走出代际贫困， 归根到底还是
要靠自身的努力和拼搏。 须知，
外因只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
内因才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
外因的作用再大， 也是第二位的
原因， 不能离开内因独立发挥作
用。 在阻断代际贫困问题上， 如
果自身缺乏求变的动力， 不肯付
出艰辛的努力， 即使有再多的帮
助与支持， 也不可能改变自己和
家庭的命运。

春节前夕， 人民网的领导
留言板上， 有网友吐槽节假日
期间， 一些单位的强制加班过
于形式主义。 “学生都已放假
离校的幼儿园、学校，以及节假
日休市的证券管理部门， 还一
刀切地安排人员值班， 以应付
检查，不但浪费了人力、物力、
财力， 还催生了把值班当成谋
取加班费的手段等不良现象。”
（2月26日 《中国青年报》）

有人说， 形式主义加班只
是“怒刷存在感”，不会给员工
身体造成劳累。实际上，它同样
延长了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压
缩了劳动者的休息时间， 久而
久之照样造成身体疲惫， 影响
身体健康。即便没有身体劳累，
“形式主义加班” 也会让员工
心累 ， 他们 “加班 ” 给领导
看， “做事” 给同事看， 且相
互比拼， 谁也不想输给谁。

消 除 形式主义加班 ， 首
先要从观念上纠偏。 一方面要
摒弃 “爱加班才是好员工 ”
“加班越多越优秀” 的偏颇认
识。 员工在上班时间内把工作
做完做好， 既有劳动效率， 又
有劳动质量 ， 才是对自己负
责、 对工作负责。 以加班来评
价员工的优劣， 评价不出真实
的忠诚度 、 敬业度 。 另一方
面，要破除“领导不走，员工也
不能走”的规矩，这条不成文的
规矩是官本位思想在作怪，员
工只要把分内工作认真做完，
正常下班是没有问题的， 这也
是尊重员工、以人为本的表现。

在观念纠偏后， 要从员工
考核评价制度上入手， 促使员
工充分提高劳动效率和劳动质
量。 对于经常加班的员工， 考
核评价时首先要搞清楚， 是其
工作效率太低， 还是工作量实
在太大， 不能一味奖励其加班
行为， 要把管理侧重点放在规
定时间内提高工作效率上。 相
关管理人员要求基层员工加
班， 在制度上应赋予基层员工
可以拒绝不合理加班的权力。
用不合理加班甚至是形式主义
加班 ， 消耗员工的时间与精
力， 往往是单位管理理念和管
理机制落后、 员工考核机制不
完善造成的。 □何勇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