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遏制月饼过度包装现象， 中国消费
者协会与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将在今年
中秋节前联合对月饼过度包装开展消费监督 。
（8月5日 新华社） □朱慧卿

独唱、 舞蹈、 器乐合奏……
一个个精彩节目让人目不暇接。
8月3日， 内蒙古自治区北疆职工
乌兰牧骑 （意为红色文化工作
队） 走进鄂尔多斯市神东布尔台
煤矿 ， 为职工送上一场文化盛
宴。 （8月5日 《工人日报》）

正值火热的夏季， 各地都在
开展 “送清凉” 活动， 持续给一
线职工送上防暑降温 物 品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总 工 会 除 了 送 慰
问 物 质 外 ， 还 组 织 北 疆 职 工
乌兰牧骑进基层送上文化慰问演

出， 令人耳目一新， 也令人拍手
称好。

必须承认， 因为工作繁忙，
很多普通职工一年到头也难得观
看一场高质量的文艺演出 。 然
而 ， 这不代表他们没有歌舞 、
曲 艺 、 器乐合奏方面的精神需
求。 红色文化工作队进基层开展
文化慰问演出， 恰好契合了职工
这 方 面 的 心 理 需 求 。 不 要 小
看 一 场文艺演出 ， 它可以带给
职工愉悦的心情， 振奋职工的精
神， 鼓舞职工的干劲。 同时， 如

此有意义的活动也让职工久久难
忘， 他们会感激 “娘家人” 的贴
心， 从而进一步增强工会的凝聚
力。

人离不开物质， 人更有精神
追求。 给基层职工送文化， 是满
足职工精神生活的有效途径。 工
会组织要从 “物质” 和 “精神”
两方面关心职工， 一方面保障职
工的物质需求， 另一方面为职工
多送 “精神食粮”， 让他们从身
体和心理上双双收获凉爽。

□余清明

张淳艺： 当下， 不少主播进
入餐饮探店行业， 许多消费者也
会通过探店主播的视频推介 ，
“种草” 或 “避雷”。 这种模式一
度被部分餐饮商家当作 “流量变
现” 渠道， 但由于缺乏规范、 主
播良莠不齐， 也出现虚假推荐 、
数据造假等情况。 “探店” 不同
于一般的短视频， 而是利用网络
进行商品和服务推介， 应纳入广
告监管范畴 ， 要明确标注 “广
告” 字样， 同时应厘清 “探店 ”
主播的法律责任。

7月29日， 《工人日报》 以
《工伤认定擅自加码让职业病患
者犯了难》 为题， 报道了在河南
省洛阳市栾川县一家企业做风钻
工的黄亿燕， 在拿到 《职业病诊
断证明书》 后， 向当地工伤认定
部门申请工伤认定时被要求补交
证人证言材料， 否则不予受理一
事。 8月3日， 黄亿燕告诉记者，
媒体报道刊发后， 有关部门去其
原单位进行了调查核实， 目前已
受理了他的工伤认定申请。 （8
月5日 《工人日报》）

在媒体介入监督之后， 黄亿
燕的工伤认定事宜终于迈过了
“补交证人证言材料 ” 这道槛 ，
向前走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这固
然是黄亿燕的 “好消息”， 固然
令人欣慰 ， 但这其中存在的问
题， 亟待引起重视。

实际上， 劳动者在申请工伤
认定的过程中被人社部门要求提
供证人证言的现象并非个例， 而
是在多地存在。 按照 《工伤认定
办法》， 申请工伤认定需要提交
的材料包括申请表、 劳动合同复
印件、 劳动关系证明、 医疗机构
出具的受伤后诊断证明书或职业
病诊断证明书等， 并不包括证人
证言材料。 而 《工伤认定办法》
第九条规定的调查核实流程 “社
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
请后， 可以根据需要对申请人提
供的证据进行调查核实”， 也是
人社部门的行政调查责任， 而不

是劳动者的举证责任。 人社部门
可以对劳动者或用人单位等主体
提交的劳动合同、 职业病诊断证
明书等证据进行核查， 确认证据
的真实性， 确保工伤认定结果的
准确性以及相关认定过程的合法
性。 但人社部门不能把属于本方
的行政调查责任转嫁给劳动者，
不能给工伤认定程序人为加码，
给劳动者添一份举证责任。 有时
候， 劳动者找同事或其他见证人
出具证明劳动者因工受伤或患职
业病的证人证言并非易事， 同事
或见证人可能因种种原因不愿出
具证人证言， 或者劳动者根本就
找不到相关情况的见证人 。 如
此， 证人证言就成了劳动者申请
工伤认定难以逾越的举证门槛。
而即便劳动者能够收集到相关证
人证言， 也会费不少事， 消耗不
少精力， 增加不少负担。

一些地方的人社部门之所以

要求申请工伤认定的劳动者提供
证人证言， 主要原因有三个： 一
者， 曲解了 《工伤认定办法》 第
九条的规定， 认为 “社会保险行
政部门可以对申请人提交的证据
进行调查核实” 包括 “可以要求
劳动者提供证人证言材料进行自
查自证”； 二者， 懒政思维作祟，
图省事， 为了减轻行政调查责任
而加重劳动者的举证责任 ； 三
者 ， 人社部门为了保护用人单
位 ， 刻意增加劳动者的举证难
度， 让劳动者在申请工伤认定时
知难而退。

显然， 人社部门无论以哪种
原因给劳动者添加证人证言等工
伤认定举证条件， 都给劳动者添
了堵， 都增加了劳动者的举证难
度， 妨碍了劳动者的工伤认定，
而这种程序上的妨碍会在很大程
度上转化为对劳动者工伤权益的
实质侵犯。 对于行政部门而言，

法无授权不可为， 人社部门要求
申请工伤认定的劳动者提供证人
证言材料， 属于于法无据的乱作
为， 也与 “放管服” 改革的要求
明显相悖。

工伤认定程序事关劳动者的
工伤权益保护 ， 事关政府的作
风、 效率和公信力， 容不得有关
部门添枝加叶、 加码设槛。 人社
部有必要以问题为导向， 进一步
优化工伤认定机制， 依法拉出劳
动者或用人单位举证的 “白名
单”， 对 “白名单” 之外的举证
事项进行全面统一清理， 并明确
人社部门的调查核实方式， 确保
人社部门履职到位。 人社部门还
应畅通举报渠道， 联合纪检监察
部门对滥要工伤认定举证材料、
滥设举证条件和门槛的相关部门
进行调查追责 ， 让转嫁调查责
任、 为难劳动者的责任部门和人
员付出必要代价。

■长话短说

■网评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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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每日图评

□李英锋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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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文化和旅游部提出的
《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等级划分》
《旅 游 厕 所 质 量 要 求 与 评 定 》
《旅游度假区等级划分》 等3项旅
游国家标准发布。 其中 《旅游民
宿基本要求与等级划分》 明确了
我国旅游民宿的定义， 提出了旅
游民宿等级划分的条件和办法，
将旅游民宿等级由低到高分为丙
级、 乙级和甲级等三个级别， 并
实施退出机制。 （8月7日 《工人
日报》）

从治理的角度讲， 退出机制
实质就是一种可上可下、 可进可
出的动态化监管制度， 这对于遏
制旅游民宿经营中的各种不合规
乱象， 是最为有效的监管举措。
虽然旅游民宿经营中各种忽视服
务质量的乱象直接源于部分民宿
主急功近利的 “一锤子买卖 ”，
但未对其套牢可能被淘汰出局的
“紧箍咒” 则是关键诱因。 从以
往的监管实践经验来看， 由于未
对旅游民宿经营实施退出机制，
民宿主只要取得了经营许可的资
质， 就等于拥有了经营旅游民宿
的 “终身特权”， 再也没有可能
被淘汰出局的后顾之忧。 这种明
显缺乏刚性约束的监管机制， 显
然不能从根子上遏制部分民宿主
无视服务质量而只顾逐利的任性
冲动。

推动旅游民宿高质量发展，
就应通过退出机制的常态发力，
直接对那些过分逐利而忽视服务
质量的民宿主压实主体责任，倒
逼其在面临被清除行业的风险压
力下， 恪守以高质量服务赢得消
费者的底线， 而不再一门心思为
逐利铤而走险。

一言以蔽之， 对民宿实行退
出动态监管机制， 抓住了治理民
宿主逐利至上而忽视服务质量提
升顽疾的“牛鼻子”。相关部门要
以抓铁有痕和踏石留印的决心与
勇气， 坚定不移地让该项监管机
制应声而落， 促其真正释放出祛
除旅游民宿“成长烦恼”的治理正
能量， 让其助力旅游民宿高质量
发展的愿景早日照进现实。

□张智全

工伤认定程序事关
劳动者的工伤权益保护，
事关政府的作风 、 效率
和公信力 ， 容不得有关
部门添枝加叶 、 加码设
槛。

多给职工送上“精神食粮”

■世象漫说

消费监督

近日， 湖南省首家 “妈妈工
厂示范基地” 在张家界市武陵源
区乖幺妹土家织锦基地揭牌。 新
建的乖幺妹土家织锦基地加工车
间， 可同时供100名工人上机操
作， 还为儿童设有学习活动区，
并免费提供用餐。 目前， “妈妈
工厂” 共吸纳了52名农村妇女就
业， 绝大多数经过一段时间的培
训， 已成为织锦能手， 最多月收
入达到6000元 。 （8月5日 《湖
南工人报》）

近几年来， 随着国家生育政
策的放开， 不少家庭选择了生育
二孩 。 但由此也引发了新的问
题： 宝妈们整天忙于带娃， 缺少

社会交往和个人归属感， 长此下
去， 就会产生一种压抑情绪。 同
时， 她们要为孩子做饭、 送孩子
上学等， 工作的时间很难固定，
这也让她们很难找到合适的工
作。 湖南省设立的这家 “妈妈工
厂”， 不但让赋闲在家的农村妇
女在家门口实现轻松就业， 还为
她们照顾家庭和自己的孩子创造
了很好的条件， 也让她们多了一
份心灵的栖息地和社会归属感。

当然， “妈妈工厂” “妈妈
岗位” 设立后， 后续的服务管理
也要跟上 。 要加强职业技能培
训， 让宝妈们掌握专业技能， 提
高综合素养。 要充分利用各种资

源 ， 在企业设立学习区 、 活动
区、 食堂等， 为宝妈们的孩子提
供温馨舒适的学习、 休息和玩乐
环境 ， 解决她们工作的后顾之

忧 。 只要多一些人性化关爱措
施， 相信 “妈妈工厂” 就会越来
越受欢迎， 赢得社会的广泛认可
和赞誉。 □赵杰昌

戴先任： 近年来， 高低肩、
驼背、 头前伸甚至脊柱侧弯问题
在青少年中越发常见， 儿童青少
年脊柱健康相关问题已成为我国
新发的突出公共卫生问题。 脊柱
侧弯防控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工
程， 要做好未成年人保护， 需要
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进行
正确和及时的干预， 需要家庭、
学校及全社会一起行动起来。

“探店”亟待纳入
监管范畴

以退出机制推动
旅游民宿高质量发展

工伤认定不能人为加码设槛让劳动者为难

孩子脊柱健康
需各方合力“撑起”

让“妈妈工厂”带来更多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