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免费火锅”并非环卫工的最爱
老板请吃一顿火锅，固然能给环卫工带来一时“舌尖上的温暖”，但是要真正让环卫工们感到周身

温暖，还要通过相关部门的努力，切实提高他们的待遇，保障他们的权利。

存款“失踪”，监管不能“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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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鹏

行业巨头再一次罕见地被点
名批评。

2月2日，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
记、法律工作部部长郭军就劳动法
实施20周年情况进行回顾。在说明

“超时加班问题相当严重”时，对富
士康等公司进行了点名批评。郭军
表示，富士康等一些企业长期违法
安排劳动者长时间加班，致使部分
劳动者出现各种心理健康问题，导
致过劳死或自杀现象时有发生。

看到旗下公司受到“委屈”，鸿
海随后通过公开声明的方式进行回
应。“我们不完美，但请关注我们的
进步……郭军先生从未来过富士康
的任何一个园区”，提议“多走基
层”。

并非一家媒体为全总点赞。
《环球时报》

引用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教授李长安
的话表明了“该
点富士康名”的
态度。“目前，我
国已经进入了劳
资 冲 突 的 高 发
期，此次全总对
富士康的超时加
班等问题大声说

‘不’……只有如
此，工会调节劳
动关系的作用才
会更加显著，而
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也才能得到更
好的保障。”

《长江日报》
的 观 点 更 为 直
接，“对于企业的
这种违法加班行
为，确实有必要
点名批评，进行
道德谴责，以舆
论的压力倒逼企
业保障员工合法
权益，改善职工
工 作 、生 活 条
件。”

如果只陷在谁对谁错的争论
中，显然没有太多的意义。中国网
提出要就此进行深刻反思反省，着
力优化企业用工环境。“严格执行
国家标准工时制度，保障职工休息
和休假的权利，是企业应该遵循的
用人原则，更是一道企业责任标
尺。”

当然也有评论看到了争论变
好事的可能。

“重建工会工作系统和标准，
已成为当务之急。这一次全国总工
会书记处书记郭军‘受邀’走基层，
或许正是做好转型期工会工作的
一大契机。”人民网评论指出。

《法制日报》的观察者喊出了
“工会监督企业还要靠法治撑腰”的
观点，“此次全总提出要推行工会劳
动法律监督意见书和建议书制度，
建立重大典型违法案件曝光和公开
谴责制度，这既是全总努力的方向,

也为地方工会创新打开了思路。”
《新京报》则观察到一个新的

问题，在新的产业形态和新的产业
工人的新形势下，工会系统当怎样
发挥效力，维护好工人的权益。“这
需要工会系统创新组织形式，规范
工会选举程序，落实工会会员的罢
免权；建立真正意义上的集体协商
机制，积极处理员工薪酬问题和工
厂管理问题。工会真正维护好劳工
权益，为工人提供法律支持等，也
是职工的福利，而且是当下最重要
的福利。”

但事实显然更加残酷。北京师
范大学不久前发布的一项劳动力
市场的报告显示：我国九成行业周
工时超过40小时，过半数行业每周
要加班4小时以上。这种现象在以
富士康为代表的加工制造业中尤
为普遍。

当抛开孰对孰错的口舌之争，
把视角转向背后的社会现实时，一

切争论都显得如
此苍白。

“发生在富
士康身上的很多
事情，都存在明
显悖论。一方面
人们指责富士康
工作环境压抑，
另一方面各地对
于引进富士康趋
之若鹜，富士康
的招工现场也是
火爆异常；一方
面人们指责富士
康的加班文化损
害劳动者身心健
康，另一方面一
些地方的富士康
员工曾因为加班
太少而抗议。原
因很简单，加班
工资高，打工者
首先是求薪。”

《北京商报》
显然看到了这种
无 奈 ，“ 底 薪 不
高，工人自然愿
意加班多挣钱。
但你要苛责底薪
为何不高，那就
不 是 道 德 问 题

了，而是市场问题了。工资水平是
由劳动力市场决定的，不是由人社
部和全总决定的。”这家以财富新
闻为主体的财经类商务日报无疑
是把问题放大了去看，“近些年，虽
然人口结构的持续变化，人口红利
渐失，中国劳动力成本大幅增长，
已经开始倒逼富士康模式的企业，
要么迁往成本洼地，要么转型升
级。在市场因素和法律因素都积极
促成上升趋势的背景下，富士康所
代表的中国制造模式，将遭遇极大
的转型摩擦。”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
寂寞回。”最后，《北京商报》也只
能无奈地叹上几句，“在时代的大
转弯中，所有的不适，都将化成巨
大的摩擦声响，回荡在新常态的
山谷里。”

企业的“叫板”

先是阿里，这次是富
士康，企业公开叫板“官
方”的批评，这与批评本
身一起堪称是个新现象，
甚至被喧嚣的舆论解读
为是双方的“叫板”与“掐
架”。舆论的兴奋点或许
还停留在“公然叫板”之
类的热闹和喧嚣上，其实
冷静地想一想，不管是现
在还是将来的点名批评
和叫板回应，或许正是双
方进步的表现。

葛舆论场

校园“黑手”

近期，南京、杭州等多地被爆储
户在银行的存款“失踪”。2月4日，银
监会官方公众号发布文章《所谓存款

“失踪”原来是“被骗”》，称目前银行
存款不存在丢失、失踪状态，提醒储
户不要贪图高利息，以防被骗。

自以为钱在银行账户中却突然
没了，发生在谁身上可能都“不好
受”，不过现实是，随着手机等新型
支付方式的普及，通过银行渠道或
冒充银行的各种诈骗方式还在不断
花样翻新。因此，面对存款“失踪”风
险，储户尤其要擦亮眼睛、做好防
范；面对可能的管理和技术漏洞，相
关部门也要加强事中监管，创新监
管方式。

储户存款被骗的案子以前也多
有发生，从公安机关事后的案情披
露来看，原因各不相同，有社会人员
冒充银行工作人员的，也有银行员
工与社会人员内外勾结诈骗的，还
有银行员工单独骗取客户存款的。
有些诈骗案件的确与银行无关，比
如近期南京发生的“假银行”案等，
但是现实中不少存款被骗案件中往
往有“真银行”的影子，比如嫌疑人

本身是银行工作人员，或者与银行
工作人员有关联，利用银行的场地
和招牌进行诈骗，这无疑加大了储
户资金的风险。

此外，伴随着科技和互联网技
术的发展，人们的支付方式也在不
断更新，选择使用手机、网银等支付
方式的人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下，打
储户存款主意的骗子也多了。网络
虽然便捷，但风险也不容忽视，如何
保证账号中资金的安全，除了储户
自身加强防范外，金融监管部门也
该负起保障储户资金安全的责任，
适应网络时代的发展，为储户存款
安全“打补丁”。此外，对一些明显违
规的“金融”机构，公安机关和监管
部门也应该加大打击力度，比如，南
京“假银行”案，其实就是有人钻了
监管的漏洞。

每到年底，都是金融诈骗犯罪
的高发期。相对于个体储户，银行
等防范风险的能力更强，相应的责
任也应该更大，不能事后报案了事
甚至推脱责任。况且很多诈骗案件
中，银行并非一点责任没有。所以，
面对存款诈骗案件，除了提醒储户
注意资金安全外，相关部门也要从
储户利益出发，加强内部管理、创
新金融监管方式。发生金融诈骗案
件后，公安机关应尽快立案为储户
挽回损失，同样，银行也应及早拿
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调查结论，做好
善后工作。

教育局长“插手”校园工程招投标、省级中学多名校长“前腐后继”，多
次在校园工程建设、食堂发包、教师调动、学生入学工作中收受贿赂数百万
元……2014年，海南省教育系统揪出数十名贪腐分子。（《经济参考报》）

漫画/张建辉

2月4日，重庆一家餐饮企业的
老板摆了五十多桌酒宴，请了五百
多名环卫工吃火锅。请环卫工免
费吃饭的新闻，自去年冬天以来
媒体隔三差五就有报道，环卫工
们身着橘色工作服围桌而坐的图
片煞是惹眼。

媒体报道此类新闻，目的无非
是为了弘扬慈善精神，激励更多有
能力的人关爱社会弱势群体。当然，
也有人质疑一些老板请环卫工吃饭
有炒作嫌疑，只请一顿饭就赢得了
舆论的关注和企业的美名，老板其
实不亏。这种质疑不是没有道理，但
是有句话说“慈善不问动机”，无论

请客的老板究竟出于什么目的，环
卫工确实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环卫工穿过
大半个城去吃一顿火锅。

现在，更耐人寻味的是各地老
板请客为何偏爱环卫工。如果有老
板表示要请医生、教师吃顿火锅，
恐怕很难得到这么热烈的响应。
环卫工有请必应，很重要的原因
还是物质的贫困。很多环卫工平
时的工作餐不过是馒头就咸菜，
如果不是有人请客，一年到头也
难得到饭店涮个火锅。看到环卫
工的辛苦，企业老板想改善一下
他们的生活，其心可嘉，但是同时
也应体现对环卫工的尊重。对富
人来说，做慈善的形式有很多，不
是非“施粥”不可。在窗明几净的

饭店，环卫工们穿着污迹斑斑的工
作服为了一顿免费的饭聚在一起，
心情也可想而知。这免费的饭不
吃有些可惜，吃就要付出一定的
尊严。所以，真正有心慈善的老
板，不一定非要跟风请火锅，请火
锅也不一定非要环卫工们穿上工
装排排坐。最好的慈善不应该是
让捐赠者找到成就感，而是让受捐
者活得有尊严。

环卫工是城市的美容师，从事
这个工种并不低贱。很多人看环卫
工不乏怜悯的目光，却缺少一种平
等的视线。这种看似温情的怜悯其
实是把一个人从事环卫工作看成了
人生的不幸，而没有想到彼此的差
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绝不是社
会地位的不同。诚然，环卫工普遍存

在着收入低、待遇差的问题。去年全
国两会期间，从事环卫工作的人大
代表孙国庆说到环卫工收入问题时
哽咽得说不出话。除了收入的问题，
很多环卫工的作业和休息环境也极
其恶劣，天热无处纳凉，天冷无处歇
脚。在很多地方，“编外”环卫工连应
有的社保都没有，却要为捡拾一张
废纸穿梭于车流之中。环卫工最急
需的关爱恰恰被一些人忽视了。

老板请吃一顿火锅，固然能给
环卫工带来一时“舌尖上的温暖”，
但是要真正让环卫工们感到周身温
暖，有底气拒绝别人的“施粥”，还要
通过相关部门的努力，切实提高他
们的待遇，保障他们的权利，使他们
像其他工薪阶层那样有尊严地从事
自己的工作。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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