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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严法律责任护佑湿地生态环境

■每日图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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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铎印：近日，有媒体调查发
现，“一券在手， 螃蟹难求” 的背
后，是商家炒作蟹券的把戏。发券
商家超发滥发卡券而后又低价回
购， 经销商高价卖券的同时打折
收券，只需左手倒右手，让“虚拟
蟹”转个圈。最后，发券商家、经销
商赚得盆满钵满， 消费者却承担
无蟹可兑等风险。 监管部门要加
大力度整治，规范市场乱象，绝不
能任由无法变成真螃蟹的 “纸螃
蟹”横行于市场。

公益性的工人疗养院也需要懂经营善管理
工人疗养院 ， 顾名思

义是为职工服务的 ， 公益
性是其不可更移的职能 ，
而疗休养则是其主责主业。
坚持这两点 ， 就是守住了
阵地， 守住了 “底线”； 没
有这两点 ， 也就不是工人
疗养院了。

□张刃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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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让“纸螃蟹”
横行于市场

科学锻炼

“一照含多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帮忙服务”
不能逾越法律界线

“新型学徒制”
加快能工巧匠培育

湿地保护法草案二次审议稿
19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 草案二审
稿大幅提高了破坏湿地违法行为
的罚款数额， 其中擅自占用国家
重要湿地的， 按照违法占用湿地
的面积， 处每平方米1千元以上1
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排干自然湿
地或者永久性截断自然湿地水源
的， 处5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
款； 未编制修复方案修复湿地或
者未按照修复方案修复湿地， 造
成湿地破坏的 ， 处1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罚款。 （10月19日

中新网）
依法保护湿地， 对破坏湿地

的违法行为严肃法律责任追究，
是不可或缺的必然选择。 此次提
交审议的湿地保护法草案二次审
议稿最大的亮点， 就是针对不同
类型的违法行为， 分门别类地大
幅提高了违法成本。 这些严格而
完善的法律责任规定， 不但解决
了过去湿地被破坏后如何具体追
责 “无法可依” 的问题， 而且最
高罚款100万元、 按平方米计算
罚款等从严处罚的硬性规定， 更
能触到违法者的 “痛点”， 必能

倒逼其在湿地保护中不踩踏法律
责任 “红线”， 有利于为湿地的
保护筑牢法治屏障。

“法者， 治之端也”。 湿地
保护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攻坚战，
在违法成本低而致使各种破坏湿
地违法行为屡禁不绝的关键节
点 ， 通过专门立法提高违法成
本， 以更严法律责任从源头上遏
制破坏湿地不法行为， 可谓正当
其时。 期待此番提交审议的湿地
保护法二审稿草案顺利获得通
过， 让湿地的有力保护驶入法治
“快车道”。 □张智全

廖卫芳 ： 媒体近期调查发
现， “帮忙经济” 正快速发展，
从帮忙遛狗到帮忙排队挂号、 从
帮忙做饭到帮忙做决定……提供
的服务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
们做不到”， 解决了不少人的燃
眉之急。 但同时， 部分 “帮忙服
务” 引起争议甚至游走在法律边
缘， 如帮忙写软文、 帮忙刷单、
帮忙骂人等。 相关监管部门应积
极承担起监管的主体责任， 对那
些逾越法律界线的 “帮忙服务”，
要及时叫停。

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离不开技工教育的高
质量发展，近日，厦门市人社
局出台《厦门市技工院校管理
办法》，按照这一办法，企业员
工入职的同时，也在技工学院
入学———这是厦门市正在重
点推进的企业新型学徒制项
目， 企业的员工参加技工教
育， 由校企双方共同培养，在
解决企业人才储备的难题的
同时，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
内容还能吸纳企业生产中的
新知识、 新技术和新标准，学
校的专业建设与产业发展、市
场需求紧密结合，人才培养紧
跟行业前沿技术变化。 （10月
19日 《厦门日报》）

这种模式显然将加快“能
工巧匠” 的培育。 校企合作
“量身定制” 式的定向培养，
有助于 “工匠精神” 的传承，
可以加快传统技艺和先进技
能的传授和培养， 以适应企
业对 “现代工匠” 的急迫需
求， 也将大大化解目前普遍
存在的人才培养与企业需要
脱节的现状。

现在企业求才若渴 ， 却
难以找到适合产业和用工需
求的人才 ， 导 致 “虚 位 以
待”， 症结在于校企人才培育
上信息的不对称。 现在学校
与企业及早 “联姻”， 携手合
作， 技工院校开设的专业紧
密结合当地主导产业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趋势， 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并具备
相对应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评价能
力， 把大学生培育成为适合
企业 “能工巧匠” 标准的高
层次人才， 大学生也因此早
早地落实了就业岗位。

“新型学徒制”，专业设置
与企业需求无缝对接，从源头
上合理安排教学资源，有目的
地培养目前企业紧缺人才，而
“工学结合、 工学交替” 的方
式，将加快培养出更多的熟练
工人、技师和能工巧匠，为可
持续发展奠定雄厚的人力资
源基础，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
和保证。 □钱夙伟

青少年儿童处于生长发育期， 科学锻炼、 补充营
养有利于提升免疫力， 促进生长发育。 专家建议， 应
注重营养均衡、 科学运动， 保持良好的睡眠习惯， 确
保足够的睡眠时间， 这些都有利于青少年儿童的生长
发育。 （10月19日 新华社） □朱慧卿

工人疗养院与工人文化宫都
是工会所属公益性事业单位， 几
十年靠拨款运营， “吃” 的是工
会经费 “大锅饭”。 在改革开放、
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 同样经历
了 “断奶” “找饭碗” 的冲击，
一度难以为继。 工人文化宫有地
利之便， 常年活动， 走出困境快

些， 而疗养院地处偏僻， 又常受
季节制约， 更显得举步维艰。

工人疗养院既要坚持公益
性， 又要闯市场， 看起来是一个
悖论， 难解的矛盾， 许多地方工
会为此感到茫然。 但是， 陕西省
工人疗养院却走出了一条发展新
路， 休闲疗养者络绎不绝， 一扫
昔日衰落场景， 悄然火了起来。
仅7月份， 水疗中心每天的接待
量就在400人以上， 双休日超过
600人。 省内外劳模职工疗休养、
大型单位职工健康体检和会议培
训已经排到了年末。 （10月16日
《工人日报》）

陕西省工人疗养院是怎样走
出困境的？ 概括说就是： 坚持立
足公益性职能， 聚焦疗休养主责
主业， 多措并举开拓市场， 做实

叫响服务职工的品牌项目。
工人疗养院， 顾名思义是为

职工服务的， 公益性是其不可更
移的职能， 而疗休养则是其主责
主业。坚持这两点，就是守住了阵
地，守住了“底线”；没有这两点，
也就不是工人疗养院了。这样说，
不是“玩概念”，而是设置与确认
前提，没有这个前提，讨论工人疗
养院问题就没有意义了。

那么， 坚持公益性， 坚持主
责主业， 是不是就没有市场呢？
答案是否定的。

据报道， 陕西省工人疗养院
的创新在于， “线上线下、 院内
院外” 结合， 走 “专业化、 集约
化 ” 发展之路 ， 全面推进信息
化、 智慧型建设， 坚持外联工作
常态化， 重点维护老客户， 积极

开发新客源， 扩大疗休养群体，
探索形成了集劳模职工疗休养、
健康体检等多种业务于一体、 富
有工会特色的疗休养新格局。

这里， 既有服务职工、 主责
主业 ， 又有市场开拓 、 经营理
念， 看似矛盾的要素得到很好的
融合 。 由此说来 ， 矛盾可以转
化， 公益与市场可以并行， 这其
中， 思想观念的更新、 勇于实践
的探索起了重要作用。

仅有思想观念更新、 外部市
场经营是不够的， 内部管理也是
大问题。 陕西省工人疗养院始建
于1956年，历史遗留问题多，开始
走向市场时也曾遇到阻力。 如何
改变这一局面？唯有改革。他们将
分配制度改革作为切入点， 形成
以岗位责任为重点、 以绩效考核

为核心的工资分配制度， 实现了
单位发展和职工收入的双提升，
有效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 由此
带来营销能力、 服务质量的显著
变化， 生产经营的稳步提升。 可
见，管理也出效益，而且是基础。
正如该院领导所说：“再好的硬件
设施， 如果缺乏科学管理和人的
主观能动性， 设施只是设施。”

讨论陕西省工人疗养院经验
的意义， 不在于它有哪些服务项
目， 生意如何红火， 而在于它为
工会探索公益性事业单位如何在
坚守主业主责的前提下， 解放思
想， 更新观念， 顺应形势， 实现
转型提供了一个样本。 面对市场
经济， 工会的公益性事业单位也
要懂经营， 善管理， 才能把事业
办好， 办出精彩来。

近日， 北京通州区市场监管
局发出全市首张 “一照含多证”
营业执照， 市场监管部门完成营
业执照核准和食品相关许可审批
后， 通过 “二维码” 的形式将食
品相关许可信息关联整合到纸质
营业执照。 此外， 药品零售许可
及第二类、 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
许可等证面信息也可以合并加载
到营业执照上。 （10月19日 《北
京青年报》）

由纸质营业执照到电子营业
执照， 由证照分办到证照合一，
由一照含一证到一照含多证……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 优化营商环
境只有逗号， 没有句号， 只有更

好， 没有最好。
从表面看， “一照含多证”

是营业执照审批事项兼容相关许
可数量的简单增加， 但其背后却
是政务审批流程的再造， 是审批
条件的简化， 是相关审批职能的
整合理顺， 是许可类法律法规的
有效衔接， 是审批信息的互通共
享。 “一照含多证” 缘于北京通
州区市场监管部门永不止步、 永
不满足的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理
念， 并依托全程线上办理， 对办
营业执照 “最多跑一次”、 办许
可证 “一次不用跑” 起到了实质
支撑的作用。 这一改革， 可以有
效提升政务审批效率和质量， 让

市场主体少跑路， 少准备一些材
料， 少办一些手续， 少走一些流
程， 少费一番周折， 加快市场准
入的速度， 缩短审批时间和开业
准备时间， 为市场主体在精神和

事务实质层面进一步松绑减负 ，
给市场主体带来更多便利感 、
获得感， 进而激发出更大的市场
活力。

□李英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