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网评锐语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规范线上二手交易须压实平台主体责任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吴学安 ： 买菜 、 健 身 、 看
病 ……15分钟就能搞定生活所
需？ 商务部日前表示， 全国首批
30个城市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试点地区已经公示。 下一步， 商
务部将同有关部门加大政策支持
力度， 推动地方试点方案落实。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 无疑能
提 升 市 民 的 幸 福 感 ， 便 民 生
活圈针对社区生活设施建设的
“痛点” 而来， 直奔市民的日常
生活所需， “小细节” 里体现了
“大民生”。

发展职业教育必须消除歧视纠正偏见
引导学生多向选择 ，

走适合自己的教育之路 ，
不仅在学校就应该给予及
时、 充分的教育， 而且需
要营造社会氛围。 有些舆
论 捧 “状 元 ” 、 吹 “名
校”， 捧 “白领”、 贬 “蓝
领”， 导向就不利于年轻
人的多向选择。 这种风气
当刹。

□张刃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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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提升市民幸福感

独门生意

让更多的户外劳动者服务站“流动”起来

“光盘行动”
要持之以恒

变了味的企业团建
应该回归初心

近年来， 线上二手交易平台
颇受消费者欢迎， 卖家处理了闲
置物品， 实现了再利用， 买家节
省了开支， 皆大欢喜。 不过， 由
于二手交易的特殊性， 在部分线
上二手交易平台， 用户上当受骗
的情况时有发生。 （9月6日 《人
民日报》）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近些年 ， 线上二手交易十分火
爆， 但由于监管未能及时跟进，
违规违法交易行为也如影随形。
有的卖家以假充真， 将一些假冒
伪劣二手产品低价卖给消费者，
致使商品质量没有任何保证； 有
的卖家以旧充新， 把一些已经使

用过的商品打上 “冲动消费” 标
签， 以 “全新未拆封” 的欺骗手
段低价转手。 更有甚者， 一些不
法分子利用二手交易肆意实施诈
骗行为 。 此外 ， 售后服务成难
题， 也让消费者苦不堪言。 凡此
种种， 既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 又让线上二手交易的前景堪
忧。 如何规范线上二手交易， 确
保其能够行稳致远地赢得未来，
已成为摆在监管面前的一道必答
题。

线上二手交易乱象频仍， 虽
然背后的缘由较为复杂， 但平台
未能守土有责也难辞其咎。 平心
而论， 线上二手交易中违规违法

行为的多发， 对于仅提供相关信
息的平台来说， 让其为此承担全
部责任有失公平， 但饶是如此，
平台也不能在这方面 “全身而
退”。 实际上， 线上二手交易乱
象的频发， 都或多或少地与平台
怠于履行主体责任相关。 所以，
在依法打击线上二手交易违规违
法行为的同时， 平台还应自觉压
实自身主体责任。

只有压实了平台主体责任，
才能为线上二手交易的正本清源
奠定坚实基础。 作为想要赢得消
费者信赖并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站
稳脚跟的平台， 对此必须铭记于
心，须臾不得淡忘。 □张智全

鹰远： 据媒体报道， 共青团
广东省吴川市委、 吴川市文明办
日前发出致吴川全市市民、 青少
年的文明餐桌倡议书 ： 勤俭节
约， 从 “光盘行动” 做起！ 一粥
一饭 ， 当思来之不易 ； 半丝半
缕， 恒念物力维艰 。 “光盘行
动 ” 不 能 是 一 阵 风 ， 厉 行 节
约 、 反对浪费更是我们每个人
的责任。 人人都行动起来， 久久
为功地坚持下去， 餐桌才会盛开
更加绚丽的文明之花。

这几日， 舟山工会户外劳动
者服务站点的工作人员穿着红马
甲、 骑着小电驴， 在大街上不断
“吆喝”， 通过 “扫街” 的方式，
为户外劳动者发放手套、 口罩、
雨具等一些生活用品 ， 还发放
《工会法》 《劳动法》 等各类宣
传资料。 短短两日， 服务站点的
工作人员已经 “靠前” 服务了近
1000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9
月6日 《浙江工人日报》）

时下， 许多地方都建立了户
外劳动者服务站， 让户外劳动者
有了休息和享受服务的场所， 但

是， 由于户外劳动者流动性和不
确定因素较强， 常常也会遇到去
服务站不方便的现象。 如果户外
劳动者服务站能够 “流动 ” 起
来 ， 这是他们所期待的一件好
事。

笔者以为， 舟山市让户外劳
动者服务站 “流动 ” 起来的做
法， 一是让户外劳动者深切地感
受到 “娘家人” 的关爱， 有利于
维护他们的尊严， 增加自信， 保
持良好的工作状态； 二是让 “娘
家人 ” 在 “扫街 ” 服务的过程
中， 直观地了解和体验了户外劳

动者的艰辛， 可以加深相互之间
的感情 ， 从而提供更精准的服
务； 三是能够起到积极的导向作

用， 不断提高户外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的社会地位。

□费伟华

近年来， 作为一项员工
福利， 团建活动花样不断翻
新 ， 备受企业追捧 。 然而 ，
很多员工认为， 团建虽然热
闹， 并不能体现深层次的企
业关怀 。 拉练式 、 强制式 、
填鸭式……花样繁多的企业
团建活动， 本应增强团队凝
聚力， 却常在实践中走样失
范， 让员工难以认同。 变味
的团建问题出在哪？ （9月6
日 《工人日报》）

企业团建本是以集体协
作形式进行游戏性活动，给充
满刚性约束的职场注入一些
活泼元素，通过活动摆脱单调
乏味的工作场景，帮助员工释
放日常工作压力，从而调节员
工的身心健康，凝聚企业向心
力， 培养团结互助精神等。然
而，近年来企业团建逐渐变了
味，掺入了过多的“杂质”，不
仅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反而因
体验感糟糕，令员工产生抵触
心理，不想再参加变了味的团
建活动。

团建本身有一定的价值，
办得好可成为一种“润滑剂”，
打破员工之间的隔阂，改变单
调刻板的印象， 增强企业活
力，激发创新力。但是，现在很
多企业团建缺乏科学规划、详
细部署，往往是由领导决定方
案，更多是反映了公司高管的
喜好。由于没有征询基层员工
的意见，导致团建活动缺乏员
工基础， 员工则敷衍了事，效
果适得其反。

作为一项有价值的活动
项目， 企业团建确有必要举
办。 但应回归初心， 做好活
动规划安排， 不搞领导一言
堂， 事先应多征求基层员工
的意见， 制定适宜的活动方
案， 不搞洗脑、 表忠心等环
节， 策划一些轻松愉快、 有
参与价值的游戏活动。 同时，
团建不能占用员工的正常休
息时间， 由企业出全部经费，
倡导员工自由自愿参加， 让
员工真正享受到企业福利 ，
方能体现出团建的价值意义。

□王桂霞

近日， 宁夏石嘴山市多家企业向国务院第八次
大督查第十六督查组反映， 在当地购买安全生产责
任保险， 只能通过江泰保险经纪公司宁夏分公司，
否则到应急管理部门窗口办理不了安全生产许可
证。 无奈之下， “企业只能花钱买省心”。 （９月５
日 新华网） □朱慧卿

又是一年开学季 。 迈过中
考、 高考 “门槛” 的学子们， 有
的升入大学， 有的进入职高， 还
有的上了技校。 有人说， 职业教
育是为成绩差的学生开办的， 将
来毕业前程渺茫， 读职教是无奈

的 “垫底” 选择。
这是一种歧视和偏见， 必须

消除和纠正。
职业教育对象都是 “差生”

吗？ 否！ 读重点高中， 上名牌大
学， 是许多学子的梦想。 梦想没
有错， 但梦想并不都能成真。 能
够实现梦想的毕竟是少数， 大多
数人还是要面对现实， 走平凡的
人生之路 。 平凡不等于 “差 ”，
而且可以出彩。

职业教育 “没出息 ” 吗 ？
否 ！ 近年来 ， 随着发展职业教
育 、 培养大国工匠成为国家战
略， 有关政策也做了较大幅度的
调整， 教学质量逐步提高。 职教
学生通过专业培养， 习得一技之
长， 有利于就业， 而且可能改变
人生。 事实上， 这样的事例每天
都在发生， 并且不断涌现出行业

顶尖人才。 越来越多的人发现，
职业教育不是 “兜底选择”， 而
是另辟蹊径。 它的优势在于， 引
导学生目标更明确地规划职业生
涯， 今后无论就业还是深造， 都
更有机会。 因此有人说， “成才
的方式不在于选择了高端的教
育， 而在于选择了适合的教育。”

适合的前提是兴趣。 诺贝尔
物理学奖得主罗伊·格劳伯博士
说过一句人生箴言： “做你喜欢
做的事。” 谈到对于专业的选择，
他一再提到兴趣的重要性 。 他
说， 自研究之始， 自己就从没想
到过要拿什么奖， 但兴趣却成为
推动他作出重要发现的关键。 他
还认为， 成长的不同过程总会有
不同的兴趣， 伴随的总会有新的
探索， 新的探索不断发展， 最后
才会成为一种专业需求。 许多没

有高学历的技能人才的成长经
历， 一再印证了罗伊博士的话。

兴趣需要发现。 许多人都是
有潜质的， 但却不一定都能够充
分发掘出来。 发掘需要条件， 就
学生而言， 一方面要对自己有一
个恰当的评估， 清楚自己是块什
么 “材料”， 做什么更适合； 另
一方面教师、 家长要善于体察学
生的潜质 ， 发现学生的可造之
处， 引导学生向适合自己特长和
社会需求的方向发展。 以后走上
工作岗位， 也需要领导者知人善
任， 充分调动和发挥每一个人的
潜质和特长。 由此， 相信大多数
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成功。

有些学生没有考取大学， 又
不愿意读职校， 选择了复读。 此
举要因人而异。 如果本不适宜读
大学， 复读则不可取。 一个时期

以来， 复读 “生意” 红火， 正是
因为 “千军万马 ” 都奔向大学
“独木桥”， 都想挤进 “象牙塔”。
这反映了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问
题。 如果我们的教育不是引导学
生都去考大学， 也就不会有那么
多一考再考的复读生了； 如果没
有那么 “旺盛” 的非正常需求，
复读也就没有市场了。

引导学生多向选择， 走适合
自己的教育之路， 不仅在学校就
应该给予及时、 充分的教育， 而
且需要营造社会氛围。 有些舆论
捧 “状元”、 吹 “名校”， 捧 “白
领”、 贬 “蓝领”， 导向就不利于
年轻人的多向选择。 这种风气当
刹。 比教育、 舆论更直接、 更有
说服力的是就业， 如果政策、 市
场有所倾斜， 相信更有利于引导
更多的学子选择接受职业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