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临近， 新年气氛渐浓。
1月22日， 节庆 “叹 ” 非遗———
非遗年货墟市活动在广东省文化
馆 （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 举办。 这场汇集了广州、
佛山、 肇庆、 清远等地特色非遗
年货的墟市， 为市民送上一场新
春文化盛宴。 （1月23日 《羊城
晚报》）

非遗年货墟市， 顾名思义，
就是以非遗产品、 非遗项目、 非
遗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年货集市 。
在这样的 “非遗大集” 上， 市民
不但可以购买到各种充满历史和
文化韵味的非遗年货产品、 特色
非遗美食、 非遗手工艺品， 而且

还可以欣赏到精彩的非遗表演，
为即将到来的春节增添了浓浓的
年味。

非遗年货墟市的推出， 对于
作为传统文化节日的春节和非遗
项目来说， 是一种双赢， 两者可
以互相借力， 彼此成全。 尤其需
要注意的是， 现场的很多非遗项
目， 本身就和传统的春节文化、
节日习俗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就
带给我们很多启发， 那就是今后
可以积极发掘非遗项目的潜力，
让其与春节期间的各种文化活动
进行融合， 成为春节年俗文化的
一部分。

鉴于全国各地都有非遗项

目， 所以在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
做的。 通过非遗与春节的有机融
合， 增添了年味， 展示的本地非

遗项目和年俗文化， 也传承了非
遗项目， 完全就是一举多得。

□苑广阔

岁末年终， 各地为农民工追
讨欠薪的消息频现报端 ， “集
中” “专项” “举措” “成果”
等词句向人们传递着有关部门为
农民工办好事、 办实事的信息，
追讨的数目也是动辄数以亿计，
可谓 “战果辉煌 ”。 年年如此 ，
似乎已成 “惯例”。 细心的读者
发现， 今年各地的讨薪行动还增
加了 “根治” 字样， 颇显决心之

大， 力度之强。
为农民工追讨欠薪当然是好

事、 实事。 不过， 年年如此大规
模的讨薪集中行动， 成绩固然可
嘉， 却也给人 “到处是欠薪， 而
且数额越来越多” 的印象， 不免
让人发问： 各地为什么会有这么
多欠薪？ 追讨工作为什么不做在
平时 ？ 除了岁末大张旗鼓的集
中、 专项、 强力清欠， 有关部门
是否还应该多一些思考？ 再做点
什么？

在欠薪问题上， 为什么 “受
伤” 的总是农民工？ 国家政策、
法律明确规定 ， 用人单位必须
“及时足额发放工资”。 更多的非
农民工劳动者没有或者很少遇到
欠薪问题， 而农民工却非得到年
终才能结算， 这是什么道理？ 是

用人单位无视法规， 还是有关部
门执法不严？ 抑或都视农民工为
弱势群体， “忽视” 了他们的合
法权益？ 这个问题不搞清楚， 不
彻底解决， 农民工的欠薪、 讨薪
仍然会继续， 甚至可能积累成为
更多更大的问题。

清欠有成果， 但为什么行动
总是要到年终？ 发生了欠薪就应
该立即解决， 而且因为数额少，
矛盾分散， 解决起来并不难。 累
积到年终， 数额大、 问题多、 又
集中， 反而增加了工作难度。 这
个道理并不深奥， 怎么就不能付
诸日常的行动？ 年终集中行动固
然声势浩大、 成果显著、 社会影
响广泛， 但这中间有没有一种不
宜言表的 “彰显政绩” 含义？ 以
人为本、 执政为民， 需要从日常

做起， 在点滴中体现， 及时为人
民群众排忧解难就是政绩， 而不
在于声势， 更不在于数字。

清欠只是农民工问题的一部
分， 相关部门有没有更全面、 更
周密的通盘考虑？ 面对以农民工
为主体的庞大的新业态劳动者群
体、 日益复杂的劳动关系、 日渐
增加的劳动争议， 这个问题不能
不引起重视了。 中央多次就农民
工问题提出的措施 、 制定的政
策、 出台的法规， 表明了中央的
态度和决策 ， 各地应该迅速行
动， 坚决贯彻， 并且根据自己的
实际情况组织实施， 把中央的决
策落到实处， 而不能仅仅停留在
年终清欠， 自得于些许成绩。

要彻底解决包括欠薪在内的
农民工问题， 能不能下决心尽快

建立起长效机制？ 农民工问题关
系到社会转型、 国家发展， 不是
在特定形势下、 一定时限里， 采
取几次集中、 专项行动就能够解
决的， 必须有长远考虑、 统筹安
排， 直至以法律法规给予规范。
以欠薪问题为例， 既然相关的劳
动法律有明确的规定， 就应该依
法办事， 违法必究， 执法必严，
而不能平时不严， 年终 “算账”。
把问题和矛盾解决在发生之初，
解决在分散状态， 解决在农民工
最需要的时候， 才是最有效的工
作。

年终清欠， 除了讨薪， 要做
的工作还有很多。 在农民工问题
上 ， 某些部门和干部的思维理
念、 工作方法、 能力乃至作风，
也应该在 “清欠” 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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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淳艺：“您的认证依旧是学
生身份，如不取消，很可能造成征
信问题……”临近春节，很多年轻
人会收到自称各大网贷平台客服
的电话， 声称能利用共享屏幕的
方式进行贷款并取消认证。 这实
则是诈骗分子以能够向职场青年
提供大额贷款限额为由实施的诈
骗。 面对 “更改认证” 骗局， 有
关部门和全社会要形成合力， 共
同遏制。 对于电信运营商来说，
应标记各大平台官方认证客服电
话， 不给骗子可趁之机。

发生了欠薪就应该立
即解决， 而且因为数额少，
矛盾分散 ， 解决起来并不
难。 累积到年终， 数额大、
问题多 、 又集中 ， 反而增
加了工作难度。

□张刃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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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更改认证”骗局
需合力遏制

关爱行动

刘天放： 据媒体报道， 一段
时间以来， 广西南宁市第三中学
开展 “光盘赢甜品” 活动， 师生
在食堂就餐结束后， 向志愿者展
示自己吃光食物的餐具， 即可获
得一张甜品券 。 用券可兑换酸
奶 、 甜品 、 水果等 ， 以此推动
“光盘行动”， 杜绝 “舌尖上的浪
费”。 开展 “光盘赢甜品” 这类
活动， 仅是避免校园食物浪费的
一个措施， 要想让学生真正爱惜
而不是浪费食物， 需靠多种手段
并举。

1月17日上午10时许， 一
辆印有神马快车标志的大巴
车缓缓驶出车站， 车上28名
来自广西百色乐业县的工友
脸上洋溢着幸福笑容， 他们
带着给家人准备的年货， 轻
松踏上了回乡之路。 这是广
东茂名市交通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长途客运分公司为
在茂务工人员顺利返乡过年
开通 “务工返乡直通车” 的
一幕 。 （1月24日 《南方工
报》）

据报道， 为了给务工一
族返乡过年提供 “门到门 、
点对点” 直通到家的便利服
务， 由广东茂名市政府有关
部门联合发起 ， 茂名商会 、
长途客运分公司等共同参与，
联合开展 “南粤春暖” 活动，
免费安全有序地把广西在茂
务工人员送至家乡， 节后再
安排专车接回茂名返岗。

随着春运到来， 回家过
年成了身在异乡的务工人员
最关注的话题， 回家， 无疑
是岁末最温暖的词汇。 茂名
市有关部门提前筹划， 推进
春运期间异地务工人员有序
流动有关工作， 制定 “务工
返乡直通车” 方案， 用真诚
关爱、 贴心服务让回家的异
乡人感受到路途上的温情 ，
将他们平安送向家的港湾 ，
受到乘坐 “务工返乡直通车”
工友的一致好评和点赞。

笔者以为， 在当下疫情
防控期间， 开通 “务工返乡
直通车”， 不只是安全顺利送
他们回家过年， 节后还将派
专车送他们返岗。 此举既切
实解决疫情期间异地务工人
员春节返乡出行的乘车难 、
乘车贵、 换乘多等难题， 又
有利于促进春运期间异地务
工人员的有序流动， 同时还
能帮助当地用工企业稳定员
工， 确保用工企业和务工人
员都能安心、 放心， 可谓是
一举多得的好事。 愿有更多
的 “务工返乡直通车”， 让更
多工友踏上温情回家路， 大
家朝着美好生活， 一起向未
来。

□周家和

要释放送春联活动的文化溢出效应

“务工返乡直通车”
让工友踏上温情回家路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公安部、 民政部、 交
通运输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乡村振兴局、 全
国总工会、 国铁集团等八部门单位近日联合印发
《关于开展2022年春节期间 “春暖农民工” 服务行
动的通知》， 对春节期间农民工服务保障工作作出
四方面部署安排。 （1月22日 新华社） □朱慧卿

新春佳节即将来临 ， 公交
381路车队党工共建， 邀请车队
职工写福字和春联， 共同迎接新
春到来。 职工提前买好烫金底纹
的红纸， 现场挥毫泼墨， 为同事
送上新春祝福。 （1月24日 《劳
动午报》）

每逢新春佳节， 写春联、 送
春联 、 品春联活动总会受到追
捧， 今年亦不例外， 而且， 参与
者已由书法家、 书画志愿者扩大
到职工书法达人， 一批有影响力
的文化品牌脱颖而出， 为丰富文
化生活、 繁荣文化市场提供了新

动能。
某种程度上讲， 手写春联就

是别样的 “年味”， 理当利用好
这个载体和平台。 一方面， 现场
书写春联， 既可 “私人订制” 内
容， 也能展示书法魅力， 无疑是
对书法艺术、 对联文化的最好传
承和保护； 另一方面， 春联中蕴
含着诸多传统文化元素， 如字词
的对仗、 音韵的平仄等等。 在手
写的过程中， 既可以让大众普及
对联常识， 也能在加强书法交流
中增进文化自信。

手写春联广受追捧， 既是传

统年俗的回归， 也提升了春节的
文化颜值。 在做好疫情常态化防
控的基础上， 要继续有针对性地
组织书画家深入企事业单位， 为
职工多拟写一些既富传统韵味、
又有时代气息的春联作品 。 同
时， 要顺应 “互联网+春联” 的
新趋势， 通过开展线上春联知识
问答、 手写春联展示、 品春联、
议春联等活动， 在潜移默化中发
挥滋养人心、 凝聚力量的作用，
把送春联活动的文化品牌擦得更
亮。

□徐剑锋

“非遗大集”让传统年味更浓

年终清欠，除了讨薪还需要做点什么

避免校园食物浪费
激发珍惜粮食意识是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