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8日， 中建三局在项目
部工地现场举办 “新春暖心集
市” 活动， 让在工地坚守的建设
者们感受到新春的温馨氛围。 在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洪山院区项目
工地， 有工人领到了春联 。 （1
月19日 《工人日报》）

说到工地， 很多人想到的是
高高的脚手架、 吊车， 以及各种
建筑材料 。 工地上举办新春集
市， 向工人派发文化物品， 确实
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亮点。

一方面， 增加了建筑工地的
节日气氛， 增加了工地过年的仪
式感。 贴春联、 贴窗花， 这些都
是很多地方过年不可缺少的 “仪

式”。 在工地上精心布置这些春
节的文化物品， 会让人感到一种
亲切之感， 感受到一种浓浓的过
年文化熏染。 这些工地上的文化
元素， 也是对春节风俗的一种传
承。

另一方面， 也体现了对建筑
工人的关爱。 因为工期紧， 很多
建筑工地春节是不放假的。 虽然
不放假， 但过年的时候， 这些建
筑工人对远方亲人的思念是无法
割舍的。 让建筑工地充满节日的
气氛， 可以化解这些建筑工人的
思乡之情和孤独之感， 让他们更
安心地工作。 当然， 他们也可以
把自己在工地上的节日气氛通过

拍照片和视频的方式和远方的亲
人分享。

工地新春集市增添文化味

儿。 我们期待更多的建筑工地能
营造春节的节日气氛。

□陶崇银

距离春节不过十天了， 能不
能回家过年， 成了众多游子们纠
结的话题。

由于防控疫情的需要， 许多
地方倡议 “非必要不离本地 ”，
鼓励人们 “就地过年”， 意在这

个中国特有的人口大流动时段内
减少出行 ， 避免可能的疫情传
播。 但同时， 这也意味着许多游
子要在异乡度过春节。

事实上， 去年春节， 多地就
因为疫情防控推行了 “就地过
年”， 许多人因此没有能够回家。
今年春节前夕， 一些地方疫情反
弹， 大家有了心理准备， 各地也
纷纷推出 “挽留 ” 游子们的福
利， 所以争议之声并不多。 游子
的纠结在于， 有人把 “倡导” 变
相为 “强制”， 简单地 “一刀切”
———可以回家过年， 但要层层审
批， 谁签字谁负责。 由于某些领
导怕担责任， 结果变成了层层阻
挠。 因此有人表达不满， 质疑：
什么叫 “非必要 ”？ 回家团聚 、
过年是 “非必要” 吗？

是否就地过年， 应该从实际

出发， 不能 “一刀切”， 这是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明确态度。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表态
称， 要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 分
区施策 ， 在落实防控措施的同
时， 保障人员安全、 有序流动，
坚决防止简单化 、 “一刀切 ”
“层层加码”， 最大限度减少对群
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提倡 “就地过年”， 是疫情
防控的需要， 直白说， 是 “不得
已而为之”， 属特殊时期的 “非
常状态”。 对此， 人们都能够理
解 ， 认可牺牲自己的一点 “利
益”， 配合疫情防控。 因为大家
都明白， 疫情暴发对谁都不好。
但是， 过年毕竟不是一般意义上
的度假， 亲人团聚的意义远远大
于物质享受。 我们讨论 “就地过
年 ”， 还是应该把 “亲人团聚 ”

的精神需求放在第一位， 探讨如
何尽可能满足的问题。

回家过年， 亲人团聚， 是中
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 民
谚说， “有钱没钱， 回家过年”，
讲究的是一份亲情， 一次慰藉，
甚或只是一种仪式感。 可以说，
过年亲人团聚的精神享受， 是任
何物质或其他形式替代不了的。

市场经济背景下， 人员流动
已成常态， 工作在幅员辽阔的国
土上的游子数以亿计， 其中更以
背井离乡的农民工为主体。 他们
平时“漂泊”在外，老人、孩子留在
家乡，逢年过节翘首以盼，回家团
聚成为游子们表达、 慰藉亲情的
重要机缘。基于这样的考量，用人
单位要做的， 不应该是劝导甚至
强制他们“就地过年”，而是应该
设身处地、 想方设法为他们回家

过年创造条件。譬如，非疫区之间
的流动无碍疫情防控大局， 就应
该准许回家过年； 不同人群有不
同需求，如果有条件，就不应该要
求一律“就地过年”。怕担责任，层
层阻挠，背离了以人为本，实际上
是懒政、不作为的表现。

回家过年， 是国人心中的大
事。 是否 “就地过年”， 应该允
许游子们在疫情可控的前提下自
由选择， “确有必要” 回家在情
理之中， 接受了 “就地过年” 也
需要过好春节。 用人单位应该根
据疫情防控形势做出正确判断，
多一点人性化考量， 以赢得职工
的理解、 配合。 即使确有必要劝
阻回家的， 也应该讲清理由， 安
排好他们的春节生活， 让游子们
感受一份亲情、 温暖， 也有利于
和谐劳动关系。

■长话短说

■网评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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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丁慎毅： 近日， 中国家电网
发布 《2022中国适老化电视调研
报告》。 报告显示， 不少老年人
在使用智能电视时遭遇困难， 近
半数老人找不到想看的电视节
目。 在适老化上， 不仅智能电视
存在问题， 一些智能家电都存在
相应的问题。 一些智能家电使用
起来还不如从前的老家电方便。
在老龄化趋势下， 银发市场逐渐
成为一股消费新势力， 智能家电
适老化需要按下 “快进键”。

回家过年 ， 是国人心
中的大事 。 是否 “就地过
年”， 应该允许游子们在疫
情可控的前提下自由选择，
“确有必要” 回家在情理之
中 ， 接受了 “就地过年 ”
也需要过好春节 。 用人单
位应该根据疫情防控形势
做出正确判断 ， 多一点人
性化考量 ， 以赢得职工的
理解、 配合。

□张刃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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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电适老化
要按下“快进键” 为民解忧

对滥用人脸识别技术
需要加大打击力度

戴先任： 媒体调查发现， 一
些人脸识别技术公司虽然嘴上说
已停止该业务， 但买卖人脸照片
的生意他们还在干着。 在搜索引
擎或电商平台输入 “人脸识别摄
像头” “门店人脸系统”， 很快
能找到多个提供此类产品的公司
页面。 人脸识别技术不能遭到滥
用 ， 公民个人信息也不能被买
卖。 执法部门要加大对滥用人脸
识别技术、 公民个人信息买卖等
不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网络交易
等平台也要尽好管理责任。

“129路线因道路施工 ，
总长度由32.4公里延长到37.2
公里 ， 增加了我们的劳动强
度。” 日前， 在山东省青岛城
运公交集团李沧巴士第二分公
司 “工会主席接待日 ” 活动
中， 驾驶员王宁提出诉求。 接
访后， 工作人员通过听取路线
职工意见建议， 将129路线公
休天数由5天增加为7天， 以此
减小劳动强度， 职工诉求得到
解决 。 （ 1月 20日 《工人日
报》）

青岛城运公交集团启动
“工会主席接待日” 工作制度，
要求所属单位工会主席每月至
少一次到所属下级工会参与接
待日活动， 能够答复的现场答
复， 现场答复不了的， 30日内
予以答复并做好满意度调查。
换言之， 就是对职工提出的意
见建议有答复， 对职工的心声
有 “回声”。

类似 “工会主席接待日”
的制度并不鲜见， 但是否做到
了让职工的心声都有 “回声”，
是否真正为职工解决了困难和
问题， 才是关键。 必须承认，
少数企业对职工投诉和反映的
问题， 从渠道、 态度、 反馈到
行动都不够积极。 比如， 少数
收集职工意见建议的 “意见
箱”， 因长期未打开布满灰尘；
比如职工满怀希望提出的意见
和建议， 如同石沉大海长期听
不到回声。 或者， 接待职工反
映问题时热情满满 “高度重
视”， 但事后却久久不见措施
和行动。

职工的心声得不到 “回
声”， 不仅打击了职工提意见
建议的积极性， 同时也极大影
响了职工工作的积极性。 而职
工的心声一旦有了 “回声 ”，
就会提升他们的工作劲头。 因
为， 职工体会到企业把自己当
成了 “自家人”， 感觉到自己
受到了尊重。

企业应通过多种渠道收集
职工意见和建议， 更要让职工
的每个心声都有 “回声”。 请
相信， 这 “回声” 一定会变成
无穷的工作动力！ □余清明

让平台经济规范有序发展

让职工的每个心声
都有“回声”

“就地过年”要多一点人性化考量

专解 “急难愁盼”， 专挑 “疑难杂症”， 辽宁省
丹东市人社局政务服务大厅的 “办不成事” 反映窗
口火了。 元旦过后， 记者深入丹东， 探寻 “办不成
事” 反映窗口是如何办成事的。 翻开接待服务大厅
记录本， 通过上面的联系信息， 记者对在这个窗口
反映过问题的部分群众进行了回访。 听他们 “奇奇
怪怪” 的故事， 记者在分享他们办成事喜悦的同
时， 也感觉到 “办不成事” 反映窗口在百姓心中的
分量。 （1月20日 《新华每日电讯》） □陶小莫

日前， 国家发改委、 市场监
管总局等9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
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的若干意见 》。 《意见 》 明确 ，
要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 适应平
台经济发展规律， 建立健全规则
制度， 优化平台经济发展环境。
（1月20日 《工人日报》）

平台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
时， “成长中的烦恼” 也如影随
形。 现实中， 部分平台企业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搞不正当竞争、 借
助技术优势搞 “大数据杀熟 ”
“算法控制” “二选一” 等行为

俯首皆拾。 如此不仅侵犯了消费
者合法权益 ， 也扰乱了市场秩
序， 给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留下
潜在隐忧。

在此语境下， 相关主管部门
及时给平台经济立规矩、划红线，
体现了以规范化为抓手塑造平台
经济公序良俗的治理思维。 这对
于遏制平台经济野蛮生长、 保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 以及促进平台
经济在规范化中赢得未来， 都大
有裨益，其意义自不待言。

构建平台经济公序良俗是一
项系统工程， 在通过强化监管引

导平台经济向规范化发展的同
时， 还应坚持 “明者因时而变，
智者随事而制”， 与时俱进写好
平台经济长远健康发展的 “后半
篇文章”。 展望未来， 平台经济
将向开放、 创新、 赋能的更高层
次发展， 对平台经济的监管应向
这些方面重点倾斜， 此番出台的
《意见》 亦对此作了安排 。 有理
由相信， 这些以规范化为抓手的
监管举措一旦落地生根， 平台经
济活力四射而又规范有序发展的
愿景， 定能照进现实。

□张智全

工地上的“新春集市”有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