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1月5日 《工人日报 》 报
道， 一位在装饰工程领域摸爬滚
打了22年的企业家， 用他的承诺
和行动诠释了恪守诚信的为企之
道 。 他坚持 “不拖欠一分血汗
钱” 的原则， 并通过实行独特的
实名、 实工、 实资 “三实” 管理
制度， 确保工资的按时、 足量发
放。 其中， 实名制度确保了农民
工的考勤得到如实记录， 实工制
度让农民工对自己的工作量有清
晰的认知， 实资制度确保工资直
接打到个人银行卡上， 不经过第
三人。 “三实” 管理制度激发了
农民工的工作热情， 推动了企业

的发展和壮大。
以 “三实” 制度为基， 让农

民工明明白白干活， 踏踏实实工
作， 安安心心领薪， 企业靠 “明
白账” 赢得农民工信任， 农民工
以良心活儿回报企业。 “三实”
管理制度以诚信为纽带， 为构建
企业和职工命运共同体搭建起了
桥梁， 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 维
护了农民工的切身利益， 而且展
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 其在
实施过程中展现出的 “不拖欠一
分血汗钱” 的效能， 为根治农民
工欠薪问题确立了一种新的模
式。

一段时间以来， 为了确保农
民工足额领取工资， 有关部门采
取了许多措施。 比如， 在建筑等
农民工集中就业的行业， 建立农
民工工资实名制， 确保每一名农
民工的工资发放清晰可查； 在农
民工工作场地 ， 张贴工资发放
“二维码”， 方便农民工通过扫码
查询工资发放情况； 对于欠薪企
业实行 “黑名单” 制度， 限制市
场准入； 将恶意欠薪入刑等， 为

遏制欠薪发挥了重要作用。 即便
如此， 在一些地方和企业， 仍然
存在欠薪现象， 给根治农民工欠
薪增加了新的难度， 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有关部门的调研显示， 造成
农民工欠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具体来讲包括， 一些企业由于内
外部原因导致经营管理不善、 效
益不佳， 无法按时、 足额发放农
民工工资； 一些企业对农民工工
资发放的有关制度执行不到位，
实名制管理制度有名无实， 农民
工工资发放不规范， 没有采取月
发放制度等， 导致农民工工资发
放从月欠发展到年欠； 一些农民
工由于担心就业不稳定， 对企业
的欠薪行为不敢维权等。 不论哪
种情况最终导致欠薪， 这些企业
的管理者没有将农民工的利益放
在心上， 言行不一， 不讲诚信都
是主要原因。

“三实” 管理制度之所以能
够产生20多年来不拖欠农民工工
资的成效， 根源就在于企业管理
者将诚信作为立企之本 。 一方

面， “三实” 管理制度延展了实
名制管理的内容， 让农民工的出
勤记录更加真实， 工效挂钩更加
明确和透明， 有效提高了管理的
效率； 另一方面， “三实” 管理
制度让农民工的工资发放有据可
查， 按时按量发放得到了保障，
解决了过去名实不副导致的拖欠
工资问题， 增强了农民工对企业
的信心和忠诚度。

一个真正有社会责任感的企
业家， 不仅要关心企业的经济效
益 ， 更要关注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 实现企业与职工的共赢。 一
个能够长盛不衰的企业， 不仅需
要技术的支持， 更需要诚信的支
撑。 只有做到诚信经营， 才能赢
得社会的尊重 ， 赢得市场的认
可。

在根治农民工欠薪的过程
中， 相关方面逐步构建起预防欠
薪 “制度、 落实、 监督、 救济”
四位一体的制度体系。 其中， 制
度是基础， 为预防欠薪画出 “红
线”； 落实是关键， 任何一项制
度只有落实到具体实践中才能产

生出应有的效能； 监督是利剑，
通过严格的监管让不法行 为 没
有 生 存 空 间 才 能 根 治 欠 薪 痼
疾； 救济是保障， 通过法律援助
等措施让农民工的利益不受损，
让不法企业付出代价。 “三实”
管理制度将落实预防欠薪制度嵌
入到企业管理的全过程 ， 一方
面， 提高了农民工的获得感和满
意度， 提升了职工整体素质和产
出的质量； 另一方面， 阳光、 透
明的管理模式也约束了行业不良
竞争现象， 促进行业更加健康、
可持续的发展。 同时， “三实”
管理制度还提高了农民工的工作
效率和积极性， 企业的整体效益
也得到了提升。 而这种正向的激励
机制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优秀人
才加入， 进一步增强企业的竞争
力。

“三实” 管理制度为预防欠
薪提供了一个企业层面的实践范
例， 期待其他企业能够从中汲取
经验 ， 切切实实维护农民工利
益， 为构建企业、 职工命运共同
体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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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 管理制度为预
防欠薪提供了一个企业层面
的实践范例， 期待其他企业
能够从中汲取经验， 切切实
实维护农民工利益， 为构建
企业、 职工命运共同体添砖
加瓦。

入冬以来 ， 有着 “冰雪之
冠” 美誉的黑龙江成为令人心驰
神往的冰雪旅游胜地， 滑雪游、
“找北游” 客流激增。 2023年11
月份以来，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
团有限公司累计发送旅客1100万
人次， 哈尔滨、 亚布力、 漠河、
伊春等热门冰雪旅游城市成为全
国游客首选目的地 。 （1月7日
《经济日报》）

众所周知， 自2022年北京冬
奥会举办以来， 大众参与冰雪运
动的热情持续攀升。 不仅实现了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 目标 ，
还培养了大批滑雪爱好者， 也推
动了我国滑雪产业的快速发展。
更让人高兴的是， 面对热度持续
提升的冰雪经济， 近年来， 多地
纷纷抓住 “冰雪热”， 立足自身
实际， 创造发展条件， 切实推动
冰雪运动 、 冰雪文化 、 冰雪装
备、 冰雪旅游全产业链发展， 更
有力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让冰雪
经济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

据携程数据显示， 截至2023
年底， 滑雪门票订单量周环比增

长113%， 较上年同期增长近两
倍。 去哪儿数据显示， 进入2023
年11月份， 平台上关于 “滑雪”
的相关搜索环比增长3倍， 全国
滑雪场门票预订量较2019年同期
增长 147% 。 更出人意料的是 ，
在刚刚过去的元旦假期， 哈尔滨
市累计接待游客304.79万人次 ，
实现旅游总收入59.14亿元 ， 均
达到历史峰值。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其实， 近年来， 冰雪经济火热不
只是在哈尔滨。 在全国各地冰天
雪地里的火热景象， 不仅见证着
祖国冰雪风光的魅力多姿、 冰雪
文化的绚丽多彩， 也彰显冰雪运
动的蓬勃活力、 冰雪经济的欣欣
向荣。

洁白无瑕的冰雪， 是宝贵而
独特的自然资源、 生态资源、 发
展资源， 无疑也为我国冬季文化
旅游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的
活力。

冰雪经济热力十足， 彰显文
旅产业潜力巨大。 如今， 日趋理
性的消费者坚持 “把钱花在刀刃

上”， 旅游产品不仅要经济实惠，
还要品质高、 服务好。 随着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 消费者对旅行
的理解也不再局限于走马观花、
游山玩水， 而是对文旅产品的内
涵提出更高要求 ， 既能放松身

心、 感受自然的馈赠； 又要体验
文化、 接受人文的熏陶。 因此，
期待各地及相关部门积极应对，
顺应品质化旅游新趋势， 以更多
优质的冰雪文旅产品撬动我国文
旅市场的无限活力。 □刘纯银

恪守诚信确保农民工合法权益不受损

让“不打烊”的驿站
成为户外劳动者温馨之家

早上6时 ， 天还未全亮 ，
完成清扫工作的环卫工李慧
君， 走进湖南永州零陵区工
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阳明
大道站， 打开微波炉加热自
带的早餐。 她说： “有了这
个24小时 ‘不打烊’ 的驿站，
随时可以走进去歇歇脚、 眯
一会儿， 再也不怕干完活没
地方去了。” （1月9日 《工人
日报》）

据报道 ， 2023年以来 ，
永州市总工会聚焦站点服务
功能 “最大化 ”， 以专人专
管 、 合作共管 、 数字智管 、
授 权 自 管 4种 模 式 ， 推 动
具 备 条件的工会服务站点
逐步实现24小时 “不打烊”。
还以服务站点为平台开展
送 政策 、 送温暖 、 送清凉 、
送文化、 送健康等活动。

户外劳动者特别是环卫
工人， 他们的工作十分辛苦，
常常天还没亮就要外出工作。
如何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全方
位、 全天候的服务。 笔者以
为， 永州市总工会全力打造
“不打烊” 服务驿站的做法，
值得学习和推广。 “不打烊”
的驿站好就好在， 首先， 可
以不受时间的限制， 让户外
劳动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随时进入驿站休息 ； 其次 ，
在严寒的冬季， 清晨和深夜
的气温很低， 全天候服务驿
站可以实实在在地为户外劳
动者提供防冻保暖的场所 ，
实现了工会送温暖服务的常
态化。

“不 打 烊 ” 驿 站 提 供
全方位、 多样化的服务， 满
足了户外劳动者的 不 同 需
求 ， 提升了他们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真正成为
了户外劳动者的温馨之家。

□费伟华

1月6日至7日， 广东湛江市
蔚蓝服饰有限公司制 衣 厂 专 场
招聘会在广东雷州市沈塘镇沈
塘中学大门旁举行， 把就业岗位
送到群众家门口。 首期提供70个
就业岗位， 随后将增加到800个
就业岗位 。 （1月9日 《湛江日
报》）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 是经
济发展的晴雨表、 社会稳定的压
舱石。 近年来， 广东省湛江市不
断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 全力促
发展惠民生， 值得肯定。 毋庸置
疑， 稳就业， 优化服务是关键。
比如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既要

通过政策支持拓宽市场化就业渠
道， 也要通过调度督促稳定公共
岗位规模， 还要有针对性地将招
聘会、 公共服务送进校园， 为毕
业生广开就业门路。 促进农民工
等重点群体就业， 既要坚持外出
转移就业和就地就近就业并重，
将更多岗位送下乡、 送进村、 送
上门， 也要健全兜底帮扶体系，
完善就业援助制度。

实践证明， 稳就业保民生，
必须加快细化实化优化调整的政
策举措， 加大带动就业能力强的
行业企业扩岗激励， 加速释放红
利。 要进一步聚焦重点群体， 通

过稳住公共部门岗位规模、 拓宽
市场化就业渠道， 努力稳住毕业
生就业水平。 同时要做实做细就
业服务、 促进供需匹配。 持续开
展各类招聘专项行动， 整治虚假
招聘、 就业歧视等违法行为， 着
力保障求职者合法权益， 为更多
求职者在适合的岗位上施展才能
搭起桥梁， 为稳就业保就业提供
更多保障。

稳就业， 既要着眼当前也要
兼顾长远。 当下， 要落实落细各
项促就业政策， 从长远来说， 提
升职业技能是稳就业的重点。 从
一些企业的招聘信息来看， 制造

业尤其是一些技术密集型企业对
技能人才的需求加大。 为此， 要
组织重点就业群体参加技能培
训， 通过培训让更多求职者拥有
一技之长， 能够持证上岗或自主
创业， 让更多人才在各自的领域
施展才华。

总之， 稳就业是一项长期工
作， 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
这需要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在促
进就业上积极担当、 主动作为，
尤其要根据形势变化有针对性地
把各项促进就业政策措施压紧压
实。

□沈峰

冰雪经济热力十足，彰显文旅产业潜力巨大

■有感而发

做好稳就业工作，优化服务是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