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了这个24小时智慧 ‘爱
心驿站 ’， 晚上在这一带送餐 ，
遇上手机没电不再那么焦虑了。”
近日， 外卖小哥小李刷身份证，
走进位于广西北海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内的户外劳动者 “爱心驿
站” 拿出手机充电。 （1月10日
《广西工人报》）

据报道， 该 “爱心驿站” 只
需要户外劳动者刷身份证， 即可
直接入内休息 ， 依托科 技 手 段
代替人工值守 ， 实现全天候无
人监管， 方便户外劳动者尤其是
夜间仍在工作的外卖小哥、 环卫
工人 、 交通警察等 。 “爱心驿

站” 设有饮水设备、 微波炉、 桌
椅、 空调、 医药箱、 多功能电源
插座等设备， 实行24小时 “不打
烊”。

在现实中 ， “司机之家 ”
“爱心驿站” 之类场所并不少见，
但必须承认， 有一部分专门设立
的服务场所， 并没有让服务对象
体会到 “家 ” 的温暖 。 将心比
心， 户外劳动者的工作环境更恶
劣， 他们的付出比常人更多， 理
应得到更多的关爱和尊重。 “渴
了能喝水， 热了能乘凉， 冷了能
取暖”， 是人的正常需求。 服务
户外劳动者， 需要我们用真心，

做到面对面、 零距离。
爱心， 不能打烊。 我们为不

打烊的全天候智慧 “爱心驿站”

叫好 ， 更希望这样的 “爱心驿
站” 越来越多！

□余清明

全国总工会党组日前研究决
定， 建立健全工会领导机关干部
赴基层蹲点工作长效机制， 实现
常态化、 制度化， 并为此制定下
发了相关指导 《意见》。 决定自

2022年起， 全国总工会、 省级和
市级总工会机关每年将选派3%
到5%的干部赴基层蹲点 ， 进一
步密切工会领导机关与基层工会
和职工群众的联系。

去年， 全国总工会启动机关
干部赴基层蹲点工作开展以来，
在帮助基层解决问题、 转变干部
作风等诸多方面成效明显， 有目
共睹， 并且带动了省市工会机关
干部的蹲点行动。 现在， 全国总
工会决定将这项活动常态化、 制
度化、 长效化， 显然是在实践中
“尝到了甜头”， 获得了成果， 调
整了工作思路。 把 “临时行动”
变为 “规定动作”， 不仅再次证
明了 “实践出真知”， 也充分体
现了工会领导机关改革的决心。

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
织， 工会的性质决定了它的组织

形式、 活动方式、 工作内容和工
作方法都有别于党政机关、 企事
业单位。 工会改革要 “去四化”，
其中就包括行政化、 机关化。 如
果工会办成了单纯的机关， 用行
政方式运作， 就背离了工会的群
众组织性质， 也就不成其为工会
了。 脱离职工群众是工会的最大
危险， 此言不谬。 现实中， 工会
的机关干部， 特别是年轻人大多
没有基层工作经验， 即使下基层
也不过走马观花， 很少能够广泛
接触职工群众。 而基层的情况千
差万别 ， 又在不断发展变化之
中， 因此， 越是离基层远的领导
机关，往往越是宏观指导多、具体
帮助少，甚至可能脱离实际“瞎指
挥”。这是一些上级工会工作部署
推动不力或效果不佳的重要原
因， 也是工会改革必须解决的问

题。 机关干部下基层蹲点， 就是
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按照全国总工会的安排， 蹲
点时间一般选择在每年第二三季
度， 时间一般不少于3个月 。 蹲
点范围主要是未建工会、 工会工
作比较薄弱、 劳动关系情况比较
复杂单位所在地的乡镇 （街道）、
开发区 （工业园区） 工会和县级
以下区域性、行业性工会联合会。
这样的安排是经过周详考量的。
“每年第二三季度”， 全年工作部
署已经完成，正是实施推进之时；
“时间一般不少于3个月”， 时间
太短容易 “走过场”， 解决不了
问题； 蹲点范围显然是最需要上
级工会指导、 帮助的关键环节。

全国总工会要求， 要 “通过
开展赴基层蹲点工作， 持续推动
解决一批问题、 办成一批实事 、

形成一批成果、 锻炼一批干部。”
这四个 “一批”， 就是蹲点的任
务、 目标。 完成这些任务， 实现
这些目标， 要脚踏实地， 不能走
马观花； 要深入实际， 不能蜻蜓
点水； 要了解情况、 发现问题，
还要动脑动手解决问题。

全国总工会强调， 把蹲点过
程作为深入调查研究的过程，为
工会领导机关科学决策提供参
考；要建立“蹲点工作成果转化机
制，对看得准、有共识、行得通的
经验和办法， 及时巩固提升到政
策和制度层面。 ”这些要求指向明
确、 具体， 要达成全国总工会要
求，说难也难，说易也易，关键在
于下去之后是否用心用脑， 用则
易， 不用则难。 这其中转变作风
是重要条件， 工作作风变了， 工
作效率、 工作成果才能显现。

■长话短说

■网评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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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付彪 ： 2022年1月10日是第
二个中国人民警察节， 这是在国
家层面专门为人民警察队伍设立
的节日。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只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这句
网络流行语用在人民警察身上格
外贴切。对广大民众来说，应理解
民警、相信民警，自觉配合民警工
作，努力做一个守法遵法好公民，
让尊警爱警成为社会共识。

基层的情况千差万别，
又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 ，
因此 ， 越是离基层远的领
导机关 ， 往往越是宏观指
导多 、 具体帮助少 ， 甚至
可能脱离实际 “瞎指挥 ”。
这是一些上级工会工作部
署推动不力或效果不佳的
重要原因 ， 也是工会改革
必须解决的问题 。 机关干
部下基层蹲点 ， 就是解决
这个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张刃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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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尊警爱警
成为社会共识

“注水剧”

节前购物
要小心消费陷阱
苑广阔：过了腊八就是年。 1

月9日晚， 淘宝、 京东等电商平
台的 “年货节” 登场， 加上在之
前就已启动“年货节”的抖音、拼
多多 ，从消费的感觉来说 ，春节
确实是越发近了。但还是要提醒
消费者 ，按需消费 。春节前的购
物狂欢季，同样也存在各种各样
的消费陷阱，消费者在购物的时
候， 一定要注意保留订单信息、
商品视频照片等作为证据 ， 一
旦发现货不对板 ， 或者是遭遇
消费纠纷 ， 可以及时向平台 、
消协投诉 ， 或提起诉讼 ， 以维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近日，湖北省襄阳市职工
陈松与一家网络公司因经济
赔偿金的问题产生劳动争议。
陈松打开手机 ，通过 “调解零
距离”小程序向襄阳市工会职
工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
在线提交调解申请。 市工调委
受理案件后，立即指派律师进
行接洽，调解员引导双方当事
人利用 “调解零距离 ”小程序
进行视频调解。 在工会律师的
帮助下，陈松顺利拿回了18000
元补偿金。 （1月10日 《工人日
报》）

据报道，为职工陈松快速
解决争议提供便利的“调解零
距离 ”小程序 ，是襄阳市总工
会近日上线试运行的劳动争
议调解信息化工作平台，其申
请受理方式由原来的纸质化
“跑腿”变为信息化“飞递”，为
职工提供劳动争议调解“一站
式”服务，实现调解“零距离”，
职工维权“零成本”，受到了职
工的欢迎和好评。

调解 “一站式 ”服务之所
以受到职工的欢迎和好评，是
因为职工从提交调解申请，到
实际解决问题，全过程都无需
本人到现场。 调解员引导双方
当事人利用 “调解零距离”小
程序进行视频调解，可谓是让
职工在家打开手机，上线后即
可维权，打通了劳动争议调解
为民的“最后一公里”，这一做
法值得肯定和点赞。

笔者以为 ，近年来 ，随着
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一
些地方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劳
动关系矛盾有所增加，侵害职
工合法权益的现象也屡有发
生。 工会组织作为职工“娘家
人 ”，全力打造调解 “一站式 ”
服务平台， 让职工通过网络、
打开手机就可实现 “零成本”
维权，真正让职工在维权过程
中可以省心、省时、省力、又省
钱。 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劳动争
议调解“零距离”，让职工维权
“零成本”，进一步提高劳动争
议调解为民的服务水平，切实
增强了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 □周家和

一线技能工人获评技术职称具有正向激励意义

不打烊的“爱心驿站”多多益善 调解“一站式”服务
让职工维权“零成本”

蹲点常态化制度化是工会机关改革的重要途径

“剧情不够， 重播来凑” “以前是在广告里看
电视剧， 现在是在电视剧里看重播” ……在新剧集
开始前大篇幅重复上集内容， 已成电视剧行业广受
诟病的 “新注水现象”。 近日，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发文明确提出， “电视剧每集结尾画面与下一集的
开始画面如有重复内容， 时长不得超过30秒”， 堪
称 “对症下药”。 （1月9日 《经济日报》） □王铎

在沈阳市人社局近日召开的
沈阳市产业链企业技能工人专业
技术职称评审会上， 中国航发沈
阳黎明公司数控车工洪家光等63
名一线工人顺利通过辽宁省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 其中， 1人获评
正高级职称， 16人获评副高级职
称。 洪家光成为该省第一个拥有
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技能工
人。 (1月10日 《工人日报》)

长期以来， 企业对 “蓝领”
和 “白领” 执行两套不同的评价
体系， 前者按照五级技工的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 后者沿用专业技

术职称体系， 二者互不相通。 此
次， 沈阳市打破专业技术职称评
审与职业技能界限， 突破 “唯论
文、 唯职称、 唯学历、 唯奖项”
的 “四唯” 现象， 以技能技艺、
工作实绩 、 生产效率 、 产品质
量 、 技术和专利发明 、 科研成
果、 行业工法、 规划设计方案、
技术管理方案、 技能竞赛成绩等
作为评审条件， 让 “一线工人获
评技术职称”， 无疑具有积极的
现实引导意义， 它将进一步激发
和鼓励更多一线职工 “择一事终
一生”， 立足岗位， 以精湛的技

能成就精彩人生。
职称改革 ， 当以实绩论英

雄。 包括沈阳， 目前很多地方落
实改革措施 ， 让技术工人获评
“正高级职称”， 不仅是对工匠人
才的肯定与认可， 也树立了鲜明
的人才评价导向和用人导向， 对
所有一线工人产生极大的鼓舞和
正向激励效应。 各地要进一步畅
通一线工人职称评审和职业发展
的通道， 持续打破技能人才职业
发展的 “天花板”， 让更多技能
人才崭露头角、 脱颖而出。

□鹰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