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拿“虐工”新闻不当回事

有国外媒体在近日播放的一
则调查报道中批评苹果公司“虐
待”组装iPhone和iPad的中国工厂工
人。视频节目里，上海郊区和硕工
厂里的工人轮班的工作时间为12小
时，由于精疲力竭，工人甚至在工
作时间里睡着了。

据说报道引起了苹果公司的
激烈回应，连一向温文尔雅的库克
也“坐不住”了。然而在中国，工作

超时、宿舍拥挤等在国外媒体看来
严重的“虐待”行为，似乎并没有引
起人们太大的惊诧，很多网友纷纷
留言“太平常不过了”。“司空见惯”
背后，其实说明长期以来我们在劳
动者权益保护方面的欠缺。

这两年很多企业被曝“工作时
间过长”等问题，然而除了一些工
厂发生火灾、跳楼等极端事件被大
家记住外，大部分“虐待新闻”都被
淹没了。“不得不在开工前和下班
后参加不计薪酬的会议，不得不住
在一间狭窄的宿舍里”，这些在外
媒看来“虐待”工人的“新闻”，很多
中国工人习以为常。如果哪天有职
工跟领导提什么参加“计薪酬的
会”，可能自身就被当成新闻人物

了。劳动者不被企业尊重，有劳动
者和企业的原因，然而更应该关注
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在保护劳动者
权益方面的“孱弱”。

企业有追逐利润的天性，如果没
有强有力的约束，很容易“越红线”违
规用工。作为劳动者个人，为了能有
份工作“养家糊口”，面对企业的不合
理要求，在很多时候也是能忍则忍。
这时候就需要地方政府和各级工会
组织等站出来对企业的违规行为进
行制止和约束。对于企业用工，国家
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然而现实情况
是，一些政府部门对企业违规用工情
况心知肚明，但除非发生大的影响地
方形象的事件，很少会在劳动者的权
益上跟企业较真。对于一些地方政府

来说，招商引资是头等大事，能拉来
一个知名的公司已经相当不易，如果
为了“工作时间延长”等“小事”得罪
了“财神”，绝对得不偿失。如此，出现
有法不依，地方政府对资本呵护备
至，对劳动者权益受损视而不见也就
不足为奇了。

不过，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
加剧、经济转型日渐紧迫的新常态
下，通过牺牲劳动者权益提高地方
竞争优势的做法已经越来越行不
通了。只有尊重劳动者，保障劳动
者的权益，依法、合理用工，才能让
企业的成长可持续，让地方经济的
发展有更持久的动力和活力。因
此，面对“虐工”新闻，不可等闲视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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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持久的动力和活力。因此，面对“虐工”新闻，不可等闲视之。

□刘义杰

自称是经过政府部门批准成
立的行业协会，在民政部网站上却
查询不到相关记录，只要交纳一定
的会员费，就能成为协会的副理事
长。如今，遭到业内人士质疑的“中
国营养协会”，又开始筹备2014年年
会并招揽合作赞助商。（12月21日

《北京青年报》）
今年曝出的山寨协会骗钱的

新闻真不少，年初央视曝光一个名
叫“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的组织，交
纳2 . 8万元就能选上“十佳百姓满意
放心奖”。前段时间媒体揭露“尿
疗”，更是调查出了一个叫“中国尿
疗协会”的组织。

早在200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

就下发通知，明确表示严格限制各
类学会的奖项评比，相关规定更是
明确官员禁止在协会兼职，行业协
会应逐渐脱离“红顶协会”，向民间
自治社团组织转变。如此的禁令之
下，各类山寨协会仍然虚假宣传，
在各大城市大张旗鼓地搞活动，可
见其背后的顽固利益链。

仔细梳理不难发现，各类协会
背后往往有各种官方人士的撑腰，
而山寨协会仍然停留在媒体打假
上，其效果有限。要彻底根除山寨
协会的乱象，亟需完善相关的惩戒
制度，斩断山寨协会的“营养”来
源。

谈“新经济”，不是说“旧”的
就不要了。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教授周其仁认为，新常态下，新
经济、新技术、新模式层出不穷，
但是“旧”的东西依然要有，要对
稳增长做贡献，离不开老经验，
需要更多新技术的好处在“旧”
的基础上释放出来。

土地制度改革不能引用一
两句农民的话就作为依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
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认为，
打破消费抑制，实现消费创新，

是土地制度改革关键所在。现阶
段关于土地改革的趋势，众说纷
纭，莫衷一是。土地改革需要统
筹安排，权衡利弊得失。

国有垄断行业敢于让利，才
能让社会资本有盈利的预期。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
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在当前经济
下行压力增大的特定背景下，社
会各方对国企在混合所有制改
革上的期盼很大。国企改革应与
服务业领域向社会资本开放有
机结合，打破服务业领域的行政
垄断。

葛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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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断山寨协会的“营养”来源

从源头打假才能解淘宝之忧

几天前，阿里巴巴发布了一份
“打假报告”，声称在2014年与公安
机关展开的联合行动中，共破获18

个集群案件，端掉200多个制假售假
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近400人。

单看这几个数字，可谓成果颇
丰，但要说通过此举彻底解决假货
问题，恐怕谁也乐观不起来。毕竟，
假货不是互联网经济特有的产物，
只不过因为电商的存在，假冒伪劣
问题以更集中、更显著的方式表现

出来。线上的问题根源还在线下，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只有公
安、质监、知识产权局、工商等相关
执法部门形成合力，遏制住制造假
货的源头，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

事实上，阿里此次公布的报
告，已经触及线下制假这一源头问
题。从调查来看，制假活动甚至已
经出现了专业化的区域分工，例如
近九成的售假团伙来自十个区域，
前三大区域分布在珠三角、长三
角、东南等地，三者分别在箱包、家
纺、户外领域“独占鳌头”。类似淘
宝这样的电商平台，只不过给售假
提供了一个渠道，即便真的把电商
平台做得“一尘不染”，而不把功夫
下在制假源头上，恐怕只能将这些

“产业化”制造出来的假货，从线上
重新赶回线下。

何况，单靠企业的“觉悟”，线
上的“一尘不染”也是难以实现的。
本次淘宝的打假行动，可以追溯到
2013年4月，彼时马云召开了他离任
阿里巴巴CEO前的最后一次发布
会，并以“如果打击假冒伪劣产品
这个工作没做好，我一定会后悔”
作为开场白。这番表态看起来充满
了决心，但企业的行动毕竟还是要
围绕自己的品牌出发，所以在这场
打假行动中，就像人们在“双十
一”看到的那样，更多更有效的举
措用在了淘宝着力打造的“天猫
商城”，而商户小而散的淘宝网则
对售假行为实行了比较宽松的

“处罚”。

从中不难看出，要想真正从净
化市场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出
发，还得依靠相关监管部门主动作
为。在网络之外，制假售假的线索
其实非常多，充斥着“三无”产品的
乡间集市就不必说了，城市里也不
乏公然出售“仿货”、“假名牌”的店
铺。一些“专业”的制假区域更是名
声在外，甚至到了售假者为了“避
嫌”不得不修改发货地的程度。如
果监管部门有心打假，即便不联手
淘宝，也有很多事情可做。

换个角度来看，如果连眼皮
子底下的假都打不掉，却能在淘
宝的“联合”之下取得巨大的打假
成绩，这就更会引人怀疑了———
监管部门或执法机构究竟更看重
谁的利益？

评论员观察

评论员观察

□刘建国

20日，微博上的一组图片被大
量网友关注，图片中，身着手术服
的医护人员正在做手术，而一旁的
医护人员竖起剪刀手合影。据了
解，西安市卫生局已对此展开调
查。（12月21日澎湃新闻网）

提及医患关系，一直是社会的
一个痛点。在医护人员与患者之
间，隔阂日益加重，矛盾冲突并不
少见。可以说，医患冲突的加剧，具
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医疗资源
的紧缺、医疗信息的不对称等等。
除此以外，不理解、不信任等心态
的萌生，加剧了矛盾的发生。

报道中的这样一组照片，对于
医护人员而言可能是稀松平常的，

但对于患者及家人来说，这种场合
却是生死攸关的，即便不是重要
的手术，在患者和家人看来也是
千钧之重。所以说，在这种场合，
作为医护人员，应该秉持“医者父
母心”的心态，真正将手术室当成
救死扶伤的阵地。正因如此，很多
网友愤怒不已，认为医疗人员责
任意识缺失，将他人的生死当成
了儿戏。这必然会引发公众的强
烈不满，让本就脆弱不堪的医患关
系雪上加霜。

说到底，构建和谐的医患关
系，不能总是期望大环境的改善，
还应该考虑如何在细节上做得更
加完美。有些时候，需要在细节上
下功夫，不断完善工作中的不足，
才能赢得彼此间的信任。

手术台“自拍”加剧医患裂痕

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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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户口已经迁入，却不能在当地报名参加高考——— 近日，数百
名考生家长反映了这一问题。内蒙古有关部门查实，其中绝大多数考
生是“空挂学籍”，属于“高考移民”。调查还发现，这些考生家长多数是
外省份经商或从政的人员。 漫画\曹一

“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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