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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思录

微 评

画里有话 图/沈海涛 文/丁家发

给泛滥的基层网络评比立立规矩 劳动教育应避免形式主义

工伤“先行支付”
不能沦为“纸上画饼”

岂能用“自愿降薪”测试忠诚度

“劳模工匠上名校”值得点赞

近日一则截图引发网友热议。截图对话显示，“今年公司效益良好，利润有
较大增长。公司决定，允许员工自愿申请每月降低待遇的10%”。据核实，该
公司为广州多益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有多名该公司员工向记者透露，“自愿降
薪”言论为公司的服从性/忠诚度测试，类似测试在公司每年都会发生。（据澎湃
新闻网11月8日报道）

“自愿降薪”测试员工忠诚度不仅涉嫌违法，还测出了企业格局的“小”，体
现了一种变态的企业文化，应当予以叫停和纠正。

□贾梦宇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严控评比政策
落地，基层各种达标表彰评比活动已明
显减少。不过，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各
种网络评比活动依然不少，有的地方通
过各种形式要求基层公务员参与，甚至
还发通知要求投票、点赞。一些企业也
屡屡收到通知，要求赞助、参加并不情愿
的评比排名，苦不堪言。（综合近日多家
媒体报道）

生活中，绝大多数人应该都有过被人
要求帮忙投票点赞的经历。各种网络评
比活动火爆到什么程度？“最美民族村”

“特色社区”，甚至连“最美萌宝”“美宿评
选”“最美笑容大赛”，随便一个名号，都可
成为发起投票的噱头，在微信群开展评比

投票活动。大到行业协会，小到自媒体个
人，不管是否具备资格，都可以随意发起
网络评比活动；在评比项目上，不管是否
具有正能量、影响力和评比价值，尽可拿
来评选；至于评选范围和评选标准，更是
各行其是、五花八门。

评比表彰原本是鼓励先进、鞭策落
后，激励担当、鼓舞士气的有效手段。随
着新媒体的发展，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微
信公众号推送先进人物也未尝不可。然
而很多打着“最美”“最好”旗号的网络评
比活动，评选出来的获奖对象与“美”和

“好”几乎不沾边，决定“美”与“好”的往
往是看谁的人脉广、拉票多，有些甚至是
花钱请职业投票机构刷出来的高排名，
试问，这样的网络评选专业性、权威性
何在？

网络评比活动之所以层出不穷，一方
面，是主办方有利可图，通过举办评选活
动，或为了推广APP、公众号，或能收取参
评费用。另一方面，网络评比填补了一些
地方和部门满足“面子主义”政绩观的渠
道空白。有的地方为了实现全县总“动
员”，先进典型不“落榜”，结果是诸多基层
公务员、企业等被裹挟其中。比如，有基
层干部反映，近两年来几乎每个月都有网
络投票活动，尤其年底前那段时间。部分
网上投票耗时费力，有的评比每天可以投
10 次票，每次间隔 1 分钟到半小时不等，
有时每天“打卡”耗时在1小时以上，实在
是难以承受。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干部
工作忙、任务重、压力大，迫切需要减负减
压，轻装上阵。而基层网络评比活动的泛

滥，不仅加重了基层干部和企业的负担，
滋生了形式主义和虚假作风，而且也损害
了一些地方政府的形象。

严肃、权威的评比活动，才更有利于
提升基层治理能力。让基层干部、企业
等从投票、“赞助”的负担中解脱出来，就
必须对当下过多过滥的网络评比活动立
规矩。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形形色色网络
评比活动的监管，对活动审批、过程监
督、结果审定等进行约束与规范，并禁止
刷票、刷好评等不良行为。如此，才能为
网 络 评 比
乱 象 踩 刹
车 、治 乱
源，真正给
基 层 干 部
减负。

□周家和

来自陕西各地各行业的 45 位劳动模
范、三秦工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日前齐聚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参加陕西
省总工会与西安交通大学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签署暨首届劳模工匠学历提升班开
班仪式。由此，这些在劳动一线登上职业
高峰的产业工人，走进名牌大学当上了大
学生。（据《工人日报》11月8日报道）

首期劳模工匠学历提升班的 45 位学
员，年龄最大的51岁，最小的33岁，仅有3
人上过大学。他们虽然学历普遍较低，但
都在平凡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可
谓本行业和本领域高技能人才中的佼佼
者。他们并没有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和荣
誉，而是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到大学中
丰富知识结构、扩大知识视野，实现个人
专业技能、丰富实践经验与相关技术理论
的深度结合。这本身就体现了新时代劳
模的引领示范作用，值得大家尊重和
学习。

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劳模有了
更丰富的内涵。和过去“老黄牛”式的老
劳模不同，时代对他们提出了高技能和创

新型的要求。这就要求劳模们必须不断
学习新知识、提高综合素质，以不断适应
时代需求。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
大、劳动最美丽。”劳动模范是工人阶级的
先进典型，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打造“中国智造”新名片，更需要高素质的
技术技能型人才、需要千千万万的大国工
匠。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弘扬劳模
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
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陕西省总工
会助劳模工匠读大学，将进一步提升劳模
的综合素质、创新能力，加快打造知识型、
技能型、创新型的高素质职工队伍，也传
递出政府部门、工会组织对新生代产业工
人发展和成长的重视，必将激励更多优秀
人才投身技能岗位，值得点赞。

愿这些当上大学生的劳模工匠们，把
工作中的奋斗、拼搏精神带到学习中，完
成学业后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也期待
其他地方都能开设劳模工匠学历提升班，
以引导更多的劳动者投身平凡的专业岗
位，积极学习钻研业务技术，走技能成才、
技能报国之路。

□许君强

今年 3 月发布的《关于
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
劳动教育的意见》，明确提
出大中小学设立劳动教育
必修课程。但记者调查发
现，一些学校和地区劳动教
育课程不同程度存在打卡
式“走过场”、变相让家长

“增负”等问题。（据《光明日
报》11月8日报道）

劳动教育重在让学生
亲历实际劳动过程，通过动
手实践、出力流汗，磨炼他
们的意志，培养他们正确的
劳动价值观和良好的劳动
品质。然而，劳动教育沦为
拍照式打卡，劳动实践课程
家长全程参与，甚至代劳，
难 免 会 让 教 育 效 果 大 打
折扣。

何以如此？主要在于
劳动教育课程不在升学考
试范围之列，学校缺乏动
力，积极性不高。在唯分数
论特别是升学率的压力下，
一些学校常常是“上有政
策，下有对策”，把劳动教育
课程当做一项任务来完成，
带学生到实践基地拍照留
痕交差了事。有些家长对
劳动教育存在一定思想误
区，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如何
提高孩子分数上，并不把劳
动教育真正放在心上。此
外，相关惩戒措施的缺乏也
是一个重要原因。形式主
义的劳动教育，让学生烦、
家长累，与有关要求以及劳
动的本意相背离。对此，相
关方面必须采取有效措施，
让劳动教育深入人心，真正
落到实处。

□戴先任

社会保险法规定，职工
所在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
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由
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
遇，用人单位不支付的，从
工 伤 保 险 基 金 中 先 行 支
付。不过现实中，职工申请

“先行支付”并不顺畅，困难
重重。（据《工人日报》11月9
日报道）

工伤“先行支付”，对于
受伤的劳动者来说，可谓

“及时雨”，但这一好举措落
地难，成了“纸上画饼”，劳
动者并没有享受到福利，其
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应有保
障。之所以如此，有相关政
策不完善的原因，比如一些
地方申请“先行支付”程序

复杂，需确认劳动关系、工
伤认定、劳动仲裁等。另
外，先行支付后往往追偿困
难，追偿成功率较低，而先
行支付通常涉及巨额医疗
费、伤残补助，社保机构出
于对工伤保险基金安全的
考虑，往往会拒绝部分先行
支付申请。

工伤“先行支付”绝不
能 成 为“ 慢 支 付 ”“ 不 支
付”。这就需要有关方面完
善与法律、政策相配套的实
施细则和执行办法，让各项
制度更具可操作性、更便于
落实。同时，还要降低劳动
者申请“先行支付”的成本，
给予其必要的便利，更要对
那些“拒不支付”的用人单
位加大惩治力度，充分保障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