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段时间， 湖北一高校里出现了令人感动的
一幕。 一位学生在操场里拍下了令她难忘的事。
该女生表示最近天气放晴了， 她经常在操场里看
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在吹笛子， 歌声非常动
听有感情。 旁边还有一位91岁的老奶奶， 是老
人的母亲， 坐在轮椅上非常认真地听着笛声。

点评： 轮椅上的母亲已经91岁了， 还能和
儿子在校园里享受美好的时光。 这一刻母慈子孝
的画面感动了不少网友。 是啊， 不管是爱情还是
亲情， 人世间， 只有情才让彼此变得不同。

“发每条信息都要钱 ” “花了10多万元 ，
还拿不到联系方式”“要线下见面， 先得刷个价值
1万元的‘一生一世’”……近日，有媒体记者调查
发现， 部分自称 “快速脱单” “互助脱单” App
通过平台规则 “下套”， 让交友过程异化为步步
“交钱”， 不少用户成为被 “收割” 对象， 引发了
大量涉嫌 “诱导消费” “情感欺诈” 的纠纷。

点评： 成功脱单， 步入美好婚姻殿堂是不少
单身青年的愿望，但交友要慎重，一定要找安全可
靠的交友平台，警惕不法分子趁机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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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吉林松原一名七旬老人走进一家饼店
蹭暖， 结果， 店员们不仅热情地安排老人坐下，
还为老人准备了热水和热腾腾的饭菜； 当天的员
工餐是春饼， 有员工怕老人没吃饱， 还卷了一个
给老人。 面对热情的店家， 老人为表达谢意， 要
来纸笔写下60字贺词。

点评： 寒冷的天气，窘迫的光景，七旬老人在
饼店却不期而遇了温暖。 作为回馈， 老人写下的
60字贺词，字里行间是暖暖情谊。 当感恩老人遇
到暖心小店，这份温暖让人看得心里暖暖的。

“我没钱，不吃饭！ ”
老人进店蹭暖，店长举动暖了

近日， 一位老人因突发变故， 着急回家却买
不到合适的票。 心急如焚之际， 车站售票员周欢
欢一边安慰一边迅速挑选了最优的换乘方式， 还
手写了一张“换乘纸条”，注明了换乘车次、车站、
发车时间等信息， 帮助老人顺利踏上了路途。

点评： 焦虑之时， 售票员一份爱心换乘指南
照亮了老人回家的路， 这一幕贴心又暖心。 贴心
服务， 让 “归乡之旅” 富有人文情怀。

还记得那条爆火的朋友圈吗？ 是某旅卫生连
女兵胡洁参加25公里战斗体能训练后， 报道员
为她拍下的一组照片。 当天她负重20斤， 在暴
雨中徒步25公里小腿磨破了， 脚起了血泡， 身
上还有早前训练留下的伤疤。 但她依然说： “我
才21岁， 我还能拼！”

点评： 胡洁是新时代中国女兵中的一员， 更
是中国军人中的一员。 军人日常训练很辛苦， 但
他们没有退缩。 他们用鲜血和汗水， 坚守着保家
卫国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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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强

在我的印象中， 多年前就听到很多单位在搞
末位淘汰制， 说是要鼓励竞争， 优化员工结构。
当时我就对搞这一企业考核的员工捏一把汗， 因
为如果按照淘汰10%的比例， 每年都要有达不到
考核指标的人， 被无情地淘汰下来。 即使只是淘
汰年终考核末位的几个少数人， 也会让人人自
危。 因为风水轮流转， 总会有人排到最后一批。

其实所谓的末位淘汰制是由美国通用电气公
司前CEO杰克·韦尔奇首先提出并在通用电气公
司实践运用的。 该制度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被
引进到我国企业， 在许多企事业单位中大力推
行， 一直备受争议。

原以为， 这个不得人心的考核办法， 会在新
年里有所收敛， 孰料， 它还是通过巧立名目再次
出现。 前不久，媒体报道的三个典型事例，再次说
明末位淘汰依然在不少单位中 “发扬光大”。

如销售人员未做到 “每日8次整点签到”， 被
公司认定为履职不力而屡被降薪； 连锁超市开展
评比却未预先告知， 一家偏僻门店的店长因销量
最低被降职； 快递网点负责人排名靠后被降为仓
管员， 质疑公司考核标准模糊……

因为末位淘汰被判违法， 所以有的企业就将
末位淘汰改头换面，以新的方式出现，虽然不叫末
位淘汰，但是其本质上就是末位淘汰。上述三个典
型案件，说明了有的企业无视员工的劳动权益，看
似对当事人的降职降薪，其实是变更了劳动合同。
这种变更， 必须是在与劳动者协商一致的前提
下， 才具备法律效力。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历年发
布的指导案例，“末位” 不能单独作为企业淘汰员
工的理由，当然也不能随意成为降职降薪的借口。

如果从表面上来看， 企业严格考勤制度， 严
格绩效考核都是企业管理的必要手段。 但是， 严
格管理并不意味着要以此为借口随意裁员。 即使
按照有关企业的考核办法， 在绩效考核中， 成绩
较差，也不能直接“末位淘汰”，而应当依据 《劳动
合同法》 第四十条的规定， 给予培训或者调整工
作岗位， 并且再次考核不胜任工作后方可解除。

我国的现行法律中， 并无末位淘汰制的规
定 ， 因此这个规定与我国的劳动法律制度相违
背， 如果企业明文规定实行末位淘汰制， 就是严
重的违法。 但是很多企业也很聪明， 特别是一些
互联网公司的考核更为苛刻， 将考核排在末位的
10%的员工予以辞退。

早在2016年，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 《第八次
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 (民事部分) 纪
要》 中明确， 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期限内通过
“末位淘汰”或“竞争上岗”等形式单方解除劳动合
同， 劳动者可以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
由， 请求用人单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支付赔
偿金。员工还可以拨打职工维权热线12351、 劳动
保障监察热线12333进行举报， 维护自己的权益。

可见， 末位淘汰制看似是激励员工的斗志，
其实会破坏企业人际关系， 企业劳动关系会长期
处于明争暗斗之中。 加上这个制度营造了过于残
酷的氛围， 可能导致优秀员工的大面积流失。 从
企业的长期发展看，也不利于人才的梯度培养，容
易造成工作短期行为， 让员工从合作关系变成了
竞争关系。 有的人为了打败竞争者，会以谄媚领
导、 资源倾斜等， 让他人成为末位， 从而导致企
业无休止的内卷。

试想， 在这种人际关系紧张的企业工作， 还
有什么幸福感可言？ 上述的三个案例告诉我们，
对员工的考核应当破除末位排名， 让考核变为一
种科学、 温情的激励， 而不是一种裁员、 降薪降
职的惩罚！

“我才21岁，我还能拼！ ”
中国军人，加油！

一张手写的换乘指南，
温暖了乘客回家路

白发大爷陪91岁母亲晒太阳，
幸福有时很简单

“交友”变“交钱”
小心“脱单”App暗藏陷阱！

“末位淘汰”不合法
滥用不会带来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