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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调研成干扰，要让企业敢于说“不”
据南海网报道，

海南围绕“无事不扰”
服务原则，打造海南
省涉企活动统筹监测
系统，在依法行政的
前提下，最大限度减
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
营的干扰。该系统自
今年2月上线以来，共
开展活动6090次，发

起活动被拒67次，统筹活动57次。
涉企活动统筹监测系统的建设初衷，

无疑是为企业阻拦一些不必要的迎来送
往。在很多地方，一些企业，尤其是明星企
业，经常被各类参观、调研困扰。他们每天
领着不同的人，说着相同的话，浪费了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也耽误了企业的发展。海南
推出的这个监测系统，已经拒了67次发起
活动，不能说毫无用处，但是与已开展的活
动相比，效用可谓“杯水车薪”。

对一些部门来说，到企业参观、调研也
是工作所需，因为不了解企业实际情况，不

当面倾听企业诉求，就很难真正帮助企业
解决实际问题。也就是说参观、调研并非一
定会对企业造成干扰，造成干扰的往往是
那些到此一游的参观和多此一举的调研。

有些地方把企业当“门面”，领导上任
要去调研，外地来人要去调研，部门考核要
去调研……面对各有来头的调研，企业一
般不会说“不”，但是营商环境一旦出现这
种“硬伤”，一定会严重影响企业发展，甚至
迫使企业“远走高飞”。

海南的监测系统是这样设计的，开展
入企调研活动、邀请企业参加会议活动，应
通过系统预约，一般提前3个工作日，原则
上每家企业一周内接待入企调研或邀请参
加会议活动不超过1批次，时间不超过半
天。系统拦截确实可以帮企业减负，但是监
测系统充任企业“前台”，也相应剥夺了企
业的部分自主权。监测系统的数据显示，只
要有预约、时间不冲突，绝大多数发起活动
都被通过或者统筹了。

有些活动确实是企业无权或者无法拒绝
的，比如涉及安全生产、食药安全、环境保护的

执法或者案件查处。但是，对于一般的参观和
调研，企业完全可以自主决定是否接待。没有
必要的，接待一次都是多余，有必要的，随时登
门或被邀约都未尝不可。一个企业一定比外人
更了解自己的需求，他们需要接待谁，不需要
接待谁，政府部门不用替他们多虑。

现在，有些企业明明深受其扰，却不敢
说“不”，根源在于企业有顾虑，面对那些有
来头的参观调研活动，不敢理直气壮地维
护经营自主权，只能默默地配合系统走流
程。一些不必要的参观、调研，经过系统的
审批，反而合法合规了。

为了减轻企业迎来送往的负担，很多
地方都设立了“企业宁静日”，每月设置固
定时间段，让企业专心经营。其实，企业更
希望看到的是无事不扰，非请勿扰。

当前，各地越来越重视优化营商环境。打
造最好的营商环境，不需要给企业做无微不至
的“保姆”，更重要的是尊重企业的经营自主
权，确保企业无论大小，都能公平参与市场竞
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就此而言，海南省涉
企活动统筹监测系统还有很大优化空间。

□付彪

近日，来自深圳的梁先生反映，他报了
深圳某驾校的驾考服务，没想到科目二和科
目三都被教练要求坐在空车上对着摄像头
刷学时，“每15分钟看一下摄像头，偶尔挪一
下车，不让发动车辆，也不让练车”。考前教练
只带他练习了4个小时，如想增加练习时间，
需要另外支付300元/小时的模拟费。

对于驾校而言，帮助学员掌握驾驶技
能，从而成为一名合格的驾驶员，是驾校及
教练的职责所在。遗憾的是，某些驾校及教
练毫无职业道德可言，为了节约练车成本、
提高培训效率，练车学时不够，虚假刷学时；
增加练习时间，另交模拟费。这种“学时造假”
的歪风邪气，不仅违背契约精神、损害学员
正当利益，更会因学员驾驶技术不过关，严
重影响公共安全，培养的无疑是马路杀手。
对此，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治理。

新版《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与考试大
纲》规定，C1驾照需要完成62个学时，其中“基

础和场地驾驶”（科目二）为16个学时，“道路
驾驶”（科目三）为24个学时，每学时60分钟。
然而，部分驾校以定时刷脸、预先拍视频、车
子空转等应付监管；还有的驾校推出“外地
班”，避开监管。

驾校“学时造假”并非深圳独有的现象。
珠海市、重庆市、昆山市等地均曾爆出驾校
因“学时造假”被警方立案调查。去年11月下
旬至12月上旬，昆山市针对驾培机构开展专
项整治行动，某驾校有4名教练因违规使用学
时计时仪被处罚。今年2月，江门市交通运输
局在突击检查中发现，有驾校为了以“速成
班”换取口碑，将9台教练车辆的计时终端器
拆除，试图用虚假视频进行培训学时作假。
执法人员已立案查处该案。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机动车数
量和驾驶人数都在高速增长。根据公安部最
新统计，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达到4 . 4亿
辆，驾驶人总量达到5 . 3亿人。虽然近年来我
国道路交通事故降幅明显，但每年仍有大约6
万人因此丧生。显然，无论是对驾校还是学

员来说，都应该意识到“学时造假”的严重危
害，如果没有经过足够时间的系统培训，上
路时就可能酿成大祸。

刹住驾校“学时造假”歪风邪气，关键是
加强监管、加大处罚力度。有关部门应适时
下到一线、深入一线，了解驾培机构培训的
真情实况，及时发现和查处“学时造假”等违
法违规行为；多多倾听学员的心声，适时升
级监管手段，完善考试方式，及时消除驾校
虚假刷学时、另交模拟费等不良动机和可
能。同时，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加大驾培市场
执法检查频次和整治力度，倒逼驾校把精力
放在精心育人而不是弄虚作假、走流程上。

驾校“学时造假”不仅侵害学员合法权
益、给公共安全带来隐患，也对驾培市场和
驾校本身的长远发展不利。只有对“学时造
假”行为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才能
让更多驾校及教练有所警醒、敬畏法律，让
整个驾培市场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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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已至，各地迎来旅游旺季，亲子
游也格外火热。近日，一则视频引起了业
内关注和讨论。有游客发视频称，自己一
行5个大人4个小孩，在某民宿定了两间
标间被拒绝入住，原因是“超员”。对此，
有人认为，5个大人4个小孩住两个标间，
的确有些不妥。但也有人表示，目前民宿
一个客房究竟能住几个人并无统一行业
标准，其裁量空间仍在经营者手中。

看似一个关于入住人数争议的视频，
背后却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亲子游越来越
火热，与过去独生子女家庭“两大一小”出行
不同，现在多代际家庭、多孩家庭、带老人家
庭、有保姆家庭出行时，在酒店和民宿预订
房型过程中，确实存在一定的困难。

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对持续增加的
家庭出游客流，以及日益多元化的家庭
出游组合，在基于安全和服务能力的前
提下，酒店和民宿行业有必要做出一定
的调整以适应新的市场需求。这一调整
不只是细化“一间房能住几个人”的标
准，更是要通过调整和优化相关房型产
品，改善房型布局。 据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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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入住人数争议背后

大家庭出游问题待解

厦门的小陈在海沧晨昕学校任教近5
年，让她没想到的是，学校在她休产假期
间通知她参加学校的考核，而且在第一次
考核后，又被告知与另一名老师成绩并
列，需进行加赛，最终小陈在考核成绩中
排列倒数第二，根据学校的规定，小陈将
被解聘。截稿前，小陈表示，12345平台有来
电回复，称学校又不会解聘她了。

学校的做法，有违法和不合理之处。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九条规
定，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内的，用人
单位不得依据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
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就是说，学校在此
期间解聘小陈，是违法行为。另外，《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同样有相关规定。
其二，学校涉嫌实施“末位淘汰”制度。现实
中，用人单位实施考核不合格解除或“末位
淘汰”的法律依据，往往是我国《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二项
的“不能胜任”。但是，“考核末位”和“不能胜
任”二者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个概念，考核的
末位是必然会存在的，但这并不代表劳动
者不能胜任工作。说白了，学校要解聘小陈，
哪怕她不在休产假，同样应该拿出她不能
胜任工作的证据。 据极目新闻

教师休产假期间被解聘

学校要有点法律常识

□评论员 孔雨童 绘画 徐进

21日，“人大在读女博士实名举报导师性
骚扰”事件，引爆了舆论。在对师风师德的探
讨之余，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一是，骚扰猥
亵事件初次发生于2022年，但该女生直到临
近毕业、被一再胁迫后的2024年才进行举报；
二是，她没有走正规渠道向学校检举，而是
以出镜“自曝”的决绝，在网上进行公开举报。

为何延迟举报？为何不走“正途”？这恐怕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在一些直指“导师侵
犯学生利益”的事件中，后者还无法拥有真正
的“举报自由”和对正规渠道的“举报信任”。

拖延两年的举报中，能看到一个学生对
导师的惧怕。在当下我国高校实行的“导师
制”下，导师对门下研究生、博士生拥有“绝对
的权力”——— 这不仅包括开题、毕业的“决定
权”，还包括像老板一样对科研经费甚至生
活费的“分配权”。除此之外，学生的论文发
表、毕业去向、推荐信等学术前途利益，也跟

导师密切相关。在这种“支配性”权力下，一些
学生常常被指使提供各种额外甚至免费的
劳动，甚至私人服务。近年来，疑似因不堪导
师“奴役”的学生自杀就发生过多起，“性骚
扰”事件也屡见不鲜。在不平等的关系中，上
位者更容易肆无忌惮，而受害者也不得不畏

缩退让。
此外，高校的“投诉渠道”也仍未给予学

生足够的“安全感”。一个客观现实是，不少高
校的利益常与“学术带头人”们密切相关，一
个教授的倒下，可能意味着学术水平的下
滑、国家课题基金、重点研究项目的失去及
学校声誉的损害。因而，某些情况下和在学
生认知中，学校会对老师更多一些维护。

22日晚，人民大学对该事件发布情况通
报，给予导师王某某开除党籍处分，取消研
究生导师资格，撤销其教授职称和教师岗位
任职资格，解除聘用关系。处理之速度、态度，
可以成为一种样板。

但在拍手称快的同时，我们必须对“导
师制”中师生关系失衡问题加以重视，期待
有解：一定程度上限制导师过于膨胀的权
力，建立更严格的督查机制，将师德师风纳
入关系利益的考评；高等教育体系中，也应
考虑建立真正独立的第三方投诉渠道，让受
害学生除却网络也能走投有路、举报有门。

唯有尽力消除不平等、不平衡的关系，
打破威压、骚扰的温床，才能让类似的事不
再有更多“下一次”。

“导师制”下，师生关系失衡问题期待有解
据当地媒体报道，浙江温州乐清一

女子因父亲病故，摆酒席两桌被罚5000
元。报道称，陈女士的父亲于7月12日下
午3点多被送往殡仪馆。原定7月14日早
上6点半去殡仪馆领骨灰，村干部却通知
陈女士，骨灰需要被扣押3个小时，9点半
以后才能够领取。据陈女士叙述，当自
己去领取押金时，被告知罚款5000元。

摆酒多少算铺张浪费？这其实很难有
确切的界定标准。不过，婚丧嫁娶是大事，人
情往来无可厚非，如果当事人描述属实，只
是“邻家吃了两桌饭”，无论从规格还是从行
为本身来说，都很难让人理解这是需要处
罚的对象。至于扣押逝者骨灰，更是让人感
觉脊背发凉：移风易俗本是为了共建基层
文明，何至于如此“霸气侧漏”、冷酷无情？
5000元罚款有何依据？钱交给了谁？对于这
些问题，当地各部门莫衷一是。这5000元到
底是“罚款”，还是“押金”？如果是罚款，为什
么要罚？如果是押金，如何来退？从当地相关
部门互相矛盾的回应中不难看出，这些问
题至今没有理出头绪。收得任性，管得混乱，
此情此景难免令人怀疑：这到底是为了杜
绝大操大办，还是另有用意？ 据光明网

父亲病故摆酒席被罚5000元

移风易俗也不能冷酷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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