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热浪频频来袭的夏天， 游泳成为很多人的避暑
方式之一。 然而， 公共游泳池水质不合格等问题屡被
曝光。 近期， 全国多地出现儿童在游泳池感染腺病毒，
将游泳池的卫生安全问题推上风口浪尖。 一些游泳场
所出现的主要卫生问题包括： 水质浊度、 尿素等指标
超标； 水中的余氯浓度过高或过低； 水中检出大肠菌
群 、 细菌总数等微生物的指标不符合相关卫生要求 。
（8月23日 《法治日报》） □陶小莫

42岁的山西交口县旺庄生铁
有限责任公司冶炼厂厂长夏辉毕
业于技校， 从一线电气自动化仪
表工干起， 一步步成长为电气工
程师 、 公司技术能手 、 机电科
长、 厂长。 他自豪地告诉记者：
“是公司为我们一线工人铺就了
成长的绿色通道 。” （8月23日
《山西工人报》）

据报道， 多年来， 交口旺庄
生铁公司形成了一套一线职工培
养成长的技能导向体系， 即培训
学习、 自学成才、 技能大赛、 创
新创效和评先选优、 奖励提升的

素质提升和成长成才机制， 让一
线职工有想法 、 有奔头 、 有前
途。

如何加快一线技能人才的成
长， 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可
是， 在实际工作中， 不少企业总
缺少有效的办法和机制， 结果，
出现了技能人才青黄不接的现
象， 有的甚至 “断层”。 笔者以
为 ， 交口旺庄生铁公司之所以
能让技能人才源源不断地脱颖而
出， 最关键的是， 不设门槛， 不
论身份， 形成了一套公开公平公
正的技能人才成长激励机制。 这

样 ， 只要你想进步 ， 路子是通
的； 只要你有本事， 绝对埋没不
了， 让有了一技之长的一线职工
都有了一席之地， 铺就了一条技
能人才成长的绿色通道 。

交口旺庄生铁公司的经验启
示我们，从企业的实际出发，建立
切实可行的一线职工成长成才机
制，真正让技能成为“香饽饽”，才
能激发职工内在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 使学习和提升技能成为他们
向往和追求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这才是促进一线技能人才快速成
长的有效办法。 □费伟华

鹰远： 近日， 珠海香洲区组
织近两百名志愿者， 分别到凤凰
河和前山河开展“河小青”巡河护
河志愿清洁活动，清理、捡拾河岸
上的各种杂物垃圾， 用实际行动
守护碧水绿岸， 进一步倡导尊重
自然、爱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要想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离不开
环境保护工作， 而要做好环保工
作，仅靠环保部门是远远不够的，
需要广大公众的热情参与。

近期， 国内多地陆续发生新
冠肺炎本土疫情， 一些去外地出
差、 探亲或旅游的职工在返岗前
可能需要在酒店或指定地点进行
隔离。 那么， 隔离期间， 如果职
工突发疾病死亡是否算工伤呢？
业内人士指出， 疫情防控的特殊
时期， 对工作时间、 工作岗位等
工伤认定要件的理解和把握， 应
随 “新” 应变， 以适应劳动关系
领域的新情况、 新变化。 （8月

22日 《工人日报》）
最近两年多来， 伴随新冠肺

炎疫情的局部反复， 在疫情防控
常态化形势下， 企业职工去外地
出差、 探亲或旅游在返岗前需要
隔离的情形愈发常态， 少数职工
隔离期猝死的个案时有发生， 由
此引发了职工疫情防控隔离期猝
死是否可以认定为工伤的争议。

根据现行相关劳动法律规
范， 职工因疫情防控需要在隔离
期猝死， 只要符合 《工伤保险条
例》 规定的 “工作时间、 工作地
点 、 工作原因 ” 等工伤认定的
“三工” 要素， 就应视同为工伤。
然而， 由于职工疫情防控隔离期
的 “三工” 要素与传统意义上的
“三工” 要素存在表现形式差异，
如果不对 “三工” 要素作出扩大
化解释或合理延伸， 职工在疫情
防控隔离期猝死是难以认定为工

伤的。 也正因如此， 职工疫情防
控隔离期猝死能否认定为工伤，
各地人社部门的做法并不一致。

令人欣慰的是， 随着最大程
度保护劳动者工伤保险待遇共识
的逐步形成， 在司法典型案例树
立的标杆引领和示范下， 越来越
多的职工在疫情防控隔离期猝死
后， 被认定为工伤的个案越来越
多 。 这种不拘泥于机械适用法
律， 而对职工疫情防控隔离期猝
死工伤认定做 “加法” 的包容性
态度， 不仅体现了对猝死职工的
人文关怀， 也契合了工伤保险制
度更好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立
法宗旨， 无疑值得充分肯定。

职工在疫情防控隔离期猝
死， 对于猝死者及其家属而言，
已是最大的不幸 。 在这种情况
下， 如果人社部门还机械适用法
律， “一刀切” 地对猝死的职工

不认定为工伤， 让猝死者及其家
属享受不到工伤保险待遇， 无异
于是在猝死者家属的伤口上撒
盐。 因此， 从彰显人文关怀的角
度出发， 人社部门应在恪守法律
底线的前提下， 就职工在疫情防
控隔离期的 “工作时间和工作岗
位” 予以合理延伸， 让猝死者的
家属能够顺畅地申请工伤认定。

更重要的是， 从不少职工在
疫情防控隔离期猝死的实际情况
看， 他们大多系履行工作职责而
被实施隔离措施， 或者因企业要
求返岗而被实施隔离措施， 且由
企业负责日常所需并接受企业管
理， 他们遵守疫情防控隔离要求
的行为在实质上仍属于工作的需
要， 将他们被隔离的时间和场所
认定为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合
理拓展， 不但符合法定工作时间
和法定工作岗位的判定标准， 也

契合了工伤认定更好保障伤亡事
故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
能够最大程度体现公平正义， 显
然有必要通过做 “加法 ” 的形
式， 对职工疫情防控隔离期发生
猝死事故后的工伤认定予以更多
包容。

“法律的生命从来不是逻
辑， 而是经验。” 对于职工疫情
防控隔离期猝死后的工伤认定，
只有对 “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予以做 “加法” 式的合理延伸，
才能让工伤认定在情理与法理的
统一中完美诠释工伤保险制度保
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立法本意。
所以， 不论是人社部门， 还是司
法机关， 都应将这种契合基本人
文关怀精神和法理逻辑的工伤认
定 “加法”， 予以全面推广， 让
疫情防控隔离期职工猝死后的工
伤认定紧跟时代发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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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职工疫情防控隔离期
猝死工伤认定做 “加法” 的
包容性态度， 不仅体现了对
猝死职工的人文关怀， 也契
合了工伤保险制度更好保护
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立法宗
旨， 无疑值得充分肯定。

为一线职工铺就技能成长的绿色通道

■世象漫说

水质不好

“锅碗瓢盆 ” 一应俱全的
“厨房套装 ”， 竟是一个橡皮礼
盒； 印上柯南、 海贼王等卡通形
象， 文具盒就变成一个盲盒； 花
里胡哨的 “动感” 笔， 能播放动
画幻灯、 模仿拳击游戏……临近
开学， 许多文具以各种新玩法吸
引孩子们的注意。 对此， 有专家
指出， 文具过度玩具化不利于孩
子专注力的养成， 文具更不该盲
盒化。 （8月22日 《北京晚报》）

文具就是文具， 玩具就是玩
具。 如果把文具 “玩具化”， 不
仅会分散孩子的学习注意力， 而
且极易形成攀比之风， 这对于孩
子而言， 无论是学习也好， 还是

成长也罢， 都极为不利。
因此， 笔者以为， 学生文具

“玩具化” 值得警惕， 还需多方
纠偏。 首先， 主管部门应尽快制
定并出台相关文具生产的行业标
准， 让生产厂家有标可依， 对标
生产。 其次， 商家应积极承担起
严把关的职责， 拒绝采购 “玩具
化 ” 的文具 ， 不要为了经济效
益 ， 不顾孩子的学习和健康成
长 ， 而故意采购 “玩具化 ” 文
具。 其三， 学校老师应加强对学
生购买文具的引导和教育， 鼓励
学生购买具有纯属于学习用品功
能的文具， 对 “玩具化” 文具学
会说 “不”， 让 “玩具化” 文具

入市无门。
笔者相信， 只要主管部门提

供行业标准， 商家拒绝采购， 学
校加强引导， 家长严格把关， 再

辅以监管部门开展源头治理， 就
一定能对文具 “玩具化” 现象给
予纠偏， 从而让孩子的学习和成
长不受其影响。 □叶金福

徐剑锋 ： 近来 ， 为缓解停
车压力 ， 安徽合肥利用城区待
建地 、 边角空地等过渡地段 ，
新建一大批临时停车场 。 这些
陆续上线的 “口袋” 停车场效果
如何？破解停车难还需从哪些方
面发力？在城市空间十分稀缺宝
贵的当下，破解停车难还得因地
制宜、软硬兼施。由此而言，在对
停车资源进行全方位普查 、 摸
清停车设施供给与分布状况的
基础上 ， 要通过精细治理 、 向
内挖潜来撬动增量。

保护好环境
公众参与不可少

安全培训
不能“走过场”

对隔离期猝死工伤认定做“加法”契合情理法

破解停车难题
需因地制宜

学生文具“玩具化”值得警惕
近日 ， 记者从天津市应

急管理局获悉 ， 为进一步加
强和规范安全生产培训管理，
保证培训质量 ， 切实提升从
业人员安全素质和技能 ， 该
市多举措开展安全生产培训
“走过场”专项整治工作，促进
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8月23日 《天津工人报》）

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安全
生产培训 ， 是提升从业人员
安全素质的重要渠道 ， 是保
证安全生产的重要基础 。 现
实中 ， 少数单位的安全生产
培训确实存在 “走过场 ” 现
象 。 有的安全生产培训只注
重 “隆重开班” “胜利结业”
的形式 ， 日常培训工作却缺
乏管理和监督 ； 有的只管培
训进度而不问培训质量 ， 时
间一到大家都 “成功毕业 ”。
这样的培训， 效果大打折扣，
甚至完全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和效果 ， 给企业的安全生产
埋下了隐患 。 这种背景下 ，
开展安全生产培训 “走过场”
专项整治， 必要性不言而喻。

开展专项整治 ， 首先要
开展专项检查 。 首先 ， 检查
范围要全广 。 既要向培训机
构 索 要 课 件 资 料 、 图 片 等
“物证 ”， 也要询问受训职工
这一 “人证”， 向他们了解培
训的真实情况 。 同时 ， 畅通
举报渠道 ， 接受受训职工的
举报和投诉 。 其次 ， 检查形
式要实 。 除了常规检查 ， 建
议采取一些 “突查 ” 和 “暗
访 ” 的方式 ， 即多开展一些
不分时段 、 不打招呼 、 直奔
培训现场的检查 。 如此 ， 才
能更直接更真实掌握相关情
况 。 通过检查掌握了真实情
况 ， 就要进行严肃的整顿和
治理。

安全生产培训事关安全
生产， 事关职工的生命安全，
愿安全生产培训 “走过场 ”
专项整治工作进展顺利 ， 愿
所有的安全生产培训都能切
实提升从业人员安全素质 ，
进而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
稳定向好。 □余清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