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7日， 《安全生产法》 修
正草案二审稿提请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 。
鉴于生产安全事故和重大事故隐
患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维护， 为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 草案二审稿增加规
定： 因安全生产违法行为造成重
大事故隐患或者导致重大事故，

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受到侵害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根
据民事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的相
关规定提起公益诉讼。 （6月8日
《法治日报》）

授权检察机关对安全生产违
法行为提起公益诉讼， 这在我国
立法史上尚属首次。 此举不仅彰
显了用公益诉讼构筑安全生产
“铜墙铁壁 ” 的立法价值取向 ，
也意味着今后在遏制安全生产违
法行为的法治实践中， 民事或行
政公益诉讼将有更大作为。 这对
进一步依法遏制安全生产违法行
为，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公
共利益不因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受
到损害， 可谓意义重大。

安全生产， 责任重如泰山。
尽管近年来我国安全生产形势总
体平稳向好， 但重大安全生产事
故仍时有发生， 如2015年天津港
爆炸、 2019年江苏响水爆炸以及

去年底以来发生的重庆永川吊水
洞煤矿重大火灾事故、 山东栖霞
五彩龙金矿爆炸事故等。 在此背
景下， 通过立法建立检察机关主
导的安全生产民事、 行政公益诉
讼制度， 无疑势在必行。

公益诉讼是为保护公共利益
设立的一种诉讼制度。 在很多时
候 ， 安全生产事故造成的危 害
不 只 局 限于涉事单位 和 人 员 ，
还包括公共利益的损害。 通过民
事或行政公益诉讼， 依法惩治安
全生产违法行为， 与公益诉讼维
护公共利益的靶向价值一脉相
承。 因此， 通过立法对检察机关
主导的安全生产民事和行政公益
诉 讼 制 度 予 以 固 化 ， 不 仅 契
合了法理逻辑， 也有助于通过公
益诉讼对安全生产违法主体套牢
法律责任的 “紧箍咒”， 完全有
必要。

不仅如此， 用公益诉讼遏制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也是一种诉
讼制度的创新。 众所周知， 安全
生 产 事 故 虽 然 直 接 侵 犯 了 涉
及 众 多普通个体的公共利益 ，
但按目前的诉讼制度安排， 普通
个体无权提起民事或行政公益
诉讼 。 如 要有效遏制安全生产
违法行为， 显然还需要负有法律
监督法定职责的检察机关对此提
起公益诉讼。 此举不仅可以解决
普通个体不能对安全生产违法
行为提起 诉讼的实务问题 ， 还
可以激发公众的参与热情， 形成
依法惩治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合
力。

更为重要的是， 建立由检察
机关主导的安全生产公益诉讼制
度， 不但可以发挥公益诉讼为安
全生产提供法治保障的作用， 也
有助于提升我国安全生产的综合
治理能力。 当前， 我国安全生产
的监管客观存在部门职能交叉、

边界不清 、 职责规定不明等问
题， 而这些问题的解决， 都有赖
于公益诉讼检察制度的发力。 检
察机关以法律监督者和公益代表
的双重身份提起安全生产公益诉
讼 ， 既可以督促相关主体积 极
履 责 ， 也 可 以 促 进 相 关 部 门
依法履职， 从而在更高层次上推
动形成完善的安全生产综合治理
格局。

明者因时而变， 智者随事而
制 。 构筑安全生产的 “铜墙铁
壁”， 离不开公益诉讼的同步跟
进。 此次 《安全生产法》 修正草
案二审稿关于建立检察机关主
导的安全生产公益诉讼制度若
能获得通过， 必然有助于让公益
诉讼释放出更多遏制安全生产违
法行为的法治正能量 ， 用公 益
诉 讼 保 障 公 共 利 益 和 人 民 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愿景必然更加
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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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劳模之家”光荣牌提升劳模荣誉感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截至前5个月， 全国总票房已经超过250亿， 随
着电影市场的逐渐升温 ， 有些影院内的 “黄金坐
席” 也开始水涨船高———以正在上映的 《速度与激
情9》 为例， 记者发现某影院IMAX厅黄金区域的位
置要比普通位置贵了20元 。 同一场电影却因 “位
置” 不同而票价分区 ， 这样的做法观众是否会接
受？ (6月8日 《北京青年报》） □王铎

何勇海： 为节省开支， 利用
ETC系统的漏洞， 逃避缴纳每天
上下班的高速过路费， 江苏如东
一男子使出 “蹭” 车过ETC的伎
俩，自以为不会被发现，却在多次
侥幸逃费之后等到了法律的惩
罚。近日，经江苏如东县人民法院
审理判决， 被告人季某以盗窃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缓刑一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6000元 。 蹭
ETC逃费，实属为了贪图小利，拿
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开玩笑。

让公益诉讼构筑起安全生产的“铜墙铁壁”
授权检察机关对安全生

产违法行为提起公益诉讼，
这在我国立法史上尚属首
次。 此举不仅彰显了用公益
诉讼构筑安全生产 “铜墙铁
壁” 的立法价值取向， 也意
味着今后在遏制安全生产违
法行为的法治实践中， 民事
或行政公益诉讼将有更大作
为。

□张智全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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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口挂着 ‘劳模之家’ 光
荣牌， 随身携带 ‘劳模证’， 既
是我们家的荣耀， 也是我必须永
葆劳模本色的一面镜子， 我将时
刻谨记自己是一名劳动模范， 不
遗余力地弘扬劳模精神， 做好专
业和社会上的公益工作， 为 ‘十
四五’ 高质量发展和陕西追赶超
越作出应有贡献！” 6月3日， 在
刚挂上 “劳模之家” 光荣牌的家
门口， 全国劳模、 中铁一局集团
电务公司电力工窦铁成如是说。
（6月9日 《劳动者报》）

据报道 ， 陕西省总工会自

2020年在全省启动并推出 “劳动
证书” “劳模证” “劳模之家”
光荣牌制度， 截至目前， 已制作
“ 劳 模 之 家 ” 光 荣 牌 5500个 、
“劳模证” 6500个， 颁发 “劳动
证书” 1804个。

劳模所体现出来的人文精
神， 代表着一个时代的价值观、
道德观和精神风貌。 劳模是一个
时代的追寻脚步， 是一种人生道
德观念和价值取向。 笔者以为，
弘扬劳模精神 ， 首先要尊重劳
模、 关爱劳模、 崇尚劳模， 不断
提高劳模的地位、 待遇和作用，

让劳模成为人们所向往与追求的
荣誉和称号， 在全社会形成争当
劳模的良好风尚。 陕西省总工会
向省部级以上劳模颁发 “劳模之
家” 光荣牌等做法， 不仅提升了
劳动模范的荣誉感、 责任感和使
命感， 能够激励他们进一步发挥
好示范引领作用， 更是通过劳模
精神、 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在邻
里和访客之间的展示与传颂， 带
动和影响周围的人 ， 向劳模看
齐， 大力营造了劳动光荣、 创造
伟大的社会氛围， 不断弘扬了社
会的正能量。 □费伟华

杨李喆： 媒体近日调查发现，
在大量的促销活动中， 本该让普
通消费者享受到的实惠正在被少
数人收入囊中，“薅羊毛” 已发展
成一种“专业”的“黑灰产业”。“羊
毛党”活跃在各大电商平台，或以
消费者身份 “薅” 商家和平台的
“羊毛”， 或以商家身份内外勾连
共同“薅”平台的“羊毛”。对于“薅
羊毛”背后的黑灰产业链，绝不能
纵容，亟待综合发力治理。

蹭ETC逃费
别因贪小利而酿大祸

“黄金位置”

据报道， 近年来， 吉林
省榆树市总工会聚焦农民工
群体实际需求， 结合当地产
业优势， 有针对性地开展技
能培训工作， 线上线下齐发
力， 为推动农民工实现高质
量就业发挥重要作用。 （6月
9日 《工人日报》）

农民工培训承载了我们
社会很大的期待。 政府部门
开办的一些具有公益性质的
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有
助于提高农民工整个群体的
就业竞争力， 增强他们的就
业信心， 实现社会稳定。

农民工是一个数量庞大
的群体， 他们的就业途径各
式各样， 职业需求千差万别。
吉林省榆树市总工会为了让
职业培训达到目的， 让农民
工有获得感， 摸准农民工的
需求， 提高针对性， 给了我
们有益的启示。

在培训前， 有关部门的
工作人员先到农民工中间去
深入调研， 通过座谈走访的
形式， 尽可能充分了解他们
的需求， 尽量详尽地掌握当
地农民工的技能短板和学习
意愿。

有了这样的调查摸底 ，
再来准备 “课件 ”， 再来列
“菜单”， 就会提高培训的针
对性和精准度， 农民工参与
培训的积极性也会大大提高。
当地根据棚膜经济、 草编产
业的发展特点， 对农民工进
行的培训， 就非常有代表性。
农民工不仅学会了技能， 而
且在勤劳致富的道路上更有
奔头。

所以， 对农民工的职业
培训， 方法上不能 “大水漫
灌”， 要提高精准度。 最合适
的培训， 给农民工带来实惠。
希望更多的地方能为农民工
打造量身定制的培训项目 ，
提升农民工的满意度和幸福
感。

□陶象龙

近日， 《国务院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强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的意见》 正式印发，
这是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
导小组成立以后制发的首份政策
文件。 《意见》 在强化家庭监护
责任方面， 提出完善家庭监护支
持政策。 要求全面落实产假等生
育类假期制度和哺乳时间相关规
定，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开展
育儿假试点。 （6月9日 《北京青
年报》）

从多地自行探索， 到国家鼓
励试点， 育儿假受重视程度再
次提升 。 育儿假牵涉到用工单

位、 职工等多方利益， 对于女性
就业、 劳动保障等 ， 都会产生
一 定 的 溢 出 效 应 。 因 此 ， 制
定育儿假规则 ， 必须平衡好多
方利益。 制定育儿假规则， 需兼
顾性别平衡 。 女性育儿更有经
验 ， 也更加便捷 ， 但育儿的责
任不能完全由女性来承担， 男性
也应分担一部分责任， 应该让男
职工也有当奶爸的机会， 这是合
理的安排。

总之， 育儿假休多久、 如何
休等问题。 不应该成为职工和单
位、 女性与男性之间的纷争， 而
应该成为各方共同的命题。 职工

育儿所面临的困难要正视， 企业
的合理担心也不应忽视； 女性的
育儿优势应该得到发挥， 男性的
育儿责任也不应弱化。 育儿假试

点， 要走好平衡木， 找到最大公
约数。 这样的育儿假， 才会被社
会广泛接受。

□罗志华

育儿假试点，要兼顾各方利益

斩断恶意“薅羊毛”黑手
亟待综合发力

培训农民工
要提高精准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