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一位交警因“萌”而
红。这位湖南邵阳双清区的交
警，执勤时发现路口信号灯没
有读秒功能，便用手势为过
往司机行人倒数“读秒”。在
这一过程中，他自创并倾情
演绎了一套萌态十足的“舞
步”，让原本“枯燥”的交通指
挥变得生动活泼，富有喜感。
这一“创举”不仅让过往路人
印象深刻心生暖意，随着“读
秒”视频的热传，在舆论场上也
赢得了不少人的点赞。

相比生硬粗暴的执法方
式，偶遇憨态可掬暖意融融的
执法姿势，人们难免会发出由
衷的赞叹。交通信号灯没有读
秒功能，首先是交通设施方面
的问题，执勤交警即便置之不
理，在很大程度上也无可厚非。
面对这样的场景，湖南邵阳的
这位交警没有选择视而不见，
而是积极采取行动上前指挥，
仅工作中的这份主动性就足以
令不少执法者汗颜。更难得的
是，在主动作为的同时，这位执
勤交警还努力“创新”，热情满
满地为原本“枯燥”的交通指挥
注入一份趣味与温暖。

然而，仔细打量起来，这种
萌式执法非但远没有人们想象

的那么可爱，而且，从某种意义
上说，简直就是公共治理方面
的一大陷阱。

交警执法有章可循。按照
我国现行警察法第二十三条之
规定，作为警察之中的一员，任
何一名交通警察都必须保持警
容严整，举止端庄。按照我国现
行交通安全法第八十条之规
定，交通警察执行职务时，应当
保持警容严整，举止端庄，指挥
规范。而公安部2008年印发的

《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
规范》更是专设一章对交警执
勤执法行为举止进行规范。其
中，不仅有“举止端庄、精神饱
满”这样原则性的要求，而且对
交警在执勤执法时站立与行走

姿势都作出了明确规定。比如，
该规范第十九条对执法交警的
站姿提出这样具体而严格的要
求——— 站立时做到抬头、挺胸、
收腹，双手下垂置于大腿外侧，
双腿并拢、脚跟相靠，或者两腿
分开与肩同宽，身体不得倚靠
其他物体，不得摇摆晃动。

相比之下，邵阳这位交警
的“读秒之舞”显然过于随意。
这种“自选动作”虽然有心也有
趣，客观上却是对相关法律法
规的僭越与怠慢。对公共治理
而言，权威的操作标准与行为
规范必不可少。如果没有这样
的操作标准与行为规范，如果
没有对这些操作标准与行为的
严格持守，任凭执法人员自作

主张，将“规定动作”演绎成“自
选动作”，不仅有损于执法必要
的严肃性，治理效果也难有保
障，甚至还会酿出各样闹剧。

在这个意义上，规范执
法就是最好的执法，规范治
理就是最好的治理。有鉴于
此，包括萌式执法在内的一
切形式大于内容的执法方式
与公共治理“创新”还是缓行
吧。说到底，只有解决真问
题、创造真价值，公共治理才
能真正温暖人心、真正值得
点赞。具体到邵阳的那个路
口，那位可爱的交警与其以

“读秒之舞”愉悦路人，不如
及时督促有关部门换上一个
能够读秒的交通信号灯。

萌式指挥有损执法权威

“事先说好”的年终奖激励功能更强

□木须虫

临近春节，年终奖成为人
们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北京
二中院在审理中发现，年终奖
发放往往会成为用人单位和员
工之间劳动争议的“导火索”，
因年终奖等各类奖金发放引发
的纠纷呈逐年增长的趋势。日
前，二中院对劳动者春节前后
跳槽引发的奖金纠纷案件进行
了专门调研，法院发现，用人单
位和员工对年终奖金发放在认

识上都存在一些误区，部分用
人单位奖金发放随意性较大，
容易引发年终奖纠纷。（1月31
日《北京青年报》）

年终奖是用人单位正常
薪酬之外的激励性分配，与用
人单位效益、员工业绩都有关
系。有的公司年度效益好、赢
利多，年终拿出一部分收益作
为年终奖分配给员工，员工表
现好、业绩突出的可能会得到
更多的奖金，因此，年终奖存
在一定的弹性。所以，年终奖
既不能简单视为薪酬来看待，
搞“你有我有大家有”，但同时
年终奖也关乎员工权益，要保

证起码的公平。
近些年，劳动者春节前后

跳槽引发奖金纠纷案件增多，
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用人单
位的强势。毕竟，用人单位设置
年终奖的目的，除了激励之外，
也更倾向稳定队伍、留住员工。
所以，将跳槽离职的员工排除
在年终奖之外，不乏狭隘的“恩
怨”思维。应当来说，新近离职
的员工在年度内也曾为公司作
出过贡献，应当被公平对待。事
实上，年终奖对业绩、对表现、
不对人，不与员工的去留相联
系，更能体现经营者的胸怀，从
长远来看，这样的公司对员工

更有吸引力。
其次，用人单位与员工之

间，对年终奖缺少理解上的共
识，奖金发放方案不透明，发
放数额较随意，标准尺度模
糊，甚至带有个人好恶，厚此
薄彼，不免引发员工猜忌，甚
至因为不公平感，导致员工跳
槽。如此，会有违设立年终奖的
初衷，透支用人单位用人方面
的公信，确非善举。

年终奖引发纠纷归根到底
还是企业经营理念与分配机制
层面的偏差，企业经营应当更
规范，管理上力避用工附庸化、
管理家长制，涉及员工利益分

配、人力资源管理，更须制度
化、契约化，诸如年终奖之类的
项目，更宜纳入制度化，奖励怎
么来、怎么分配，建立公开透
明的规则，并把异议消除在
分配前。如果年终奖与员工
定量考核的绩效挂钩，则应
当纳入到用工协议或劳动合
同内契约调节，既提高员工的
可预期性，也增强自身履约的
依据性。如此，更有利于规避
管理过程中的隔阂，保证年终
奖激励的纯粹性。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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