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宁基层干部李铁柱的一
封信受到了广泛关注。在这封
写给济南市委书记王文涛的信
里，李铁柱结合自己的观察，直
言不讳地指出了他在济南培训
期间发现的占道经营、违章建
筑、环境卫生脏乱差等问题。虽
说是被“外人”揭“家丑”，信里
的内容却引发了共鸣，在齐鲁
晚报客户端齐鲁壹点上，来自
济南的读者纷纷表示有同感，
还有不少提供线索，补充反映
自己身边的类似情况。

李铁柱反映的问题，大多
与市容有关，生活在济南的老
百姓最有感触。一封信能够带
来这么多的“爆料”，足见市民
也是爱家心切，希望能够通过
相关方面的努力，让科学的管
理照进城市中的某些“死角”，
换来整洁美观的市容市貌。而
这不仅仅仰赖粉刷一新的外墙
和短期内的集中拆违，找到上

述问题形成的根源才是治本之
策，也只有理顺了管理思路，城
市新颜才能得以永葆。

这封信传播开来之后，齐
鲁晚报记者到信件中提到的几
个地方进行了探访，尤其对问
题集中的历山路100号院进行
了“解剖”，越是深入调查越感
觉到问题成因的复杂性。这个

“小院”共有6栋楼，分别是4个
单位的宿舍，存在着水电暖硬
件配套不足等痼疾，居民以外
来租户为主，其余大多是经济
较为拮据的老住户。相比于成
熟的新建小区，这里确实显得
杂乱无章，和不少老旧小区一
样，这里主要面临着“单位托管
宿舍”时代遗留的历史问题。

短期内的清理修缮，或许
能够让此处的环境得到改善，
但问题是新状态能保持多久。
就拿属于违章建筑的铁皮房子
来说，房子里面装的多是居民

家中的旧物，以及冬季取暖用
的蜂窝煤。因为房屋本身户型
偏小，也没有地下室，这些东西
的储存就很成问题。蜂窝煤就
不用说了，旧家具也是难点，有
些是物主不舍得丢弃，有些则
是想扔也找不到出路——— 白给
都得自己出运费。放在几十年前
小院初建之时，这些都不是问
题，但随着城市的整体性进步，
综合管理上的落后就使得这里
成了一块有碍观瞻的疮疤。

铁皮房子就已经如此，其
他的如废弃泵房的处理、停车
区域的扩建、小院绿化带的改
造，等等，涉及的方面面面就更
复杂了。就全市而言，这还只是
一个院落，而且还算不上情况
最为严重的，最起码这里还有
粉刷过的墙面以及统一配备的
防盗单元门。应该看到，脏乱差
只是表象，其成因与民生诉求
是纠缠在一起的，如果相关的

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短期集
中清理之后，只怕还会渐渐“恢
复原状”。这就需要城市的管理
者，既看到表也看到里，以民生
视角去开展市容市貌的整治活
动，市民需要的生活环境应该是
整洁的，同时也应该是配套设施
完善、公共服务周到的。

说到治理，历来讲究疏堵
结合，两者缺一不可。特别在占
道经营、违章建筑、环境脏乱差
的治理上，由于涉及民生，更要
讲求智慧，只有恰到好处地疏
解了民生之困，治理成果才能
长久保全。在这一点上，看到

“外人”揭露“家丑”，市民非但
不恼反而表示支持，本身就反
映出人们对美好市容的渴求，
此时更有了城市管理者的重
视，人们就更有理由直抒己见，
以此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以整
体性的治理进步，换得城市的
新颜。

整治“脏乱差”，别忘了背后的民生薄弱环节

“末位淘汰”也有合法非法之分

□刘瑞明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
的《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
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
要》第29条中，有关“用人单位
在劳动合同期限内通过‘末位
淘汰’或‘竞争上岗’等形式单
方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可以
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为由，请求用人单位继续履行
劳动合同或者支付赔偿金”的
表述引发了各界热议。目前，
这一表述被广泛地解读为“末
位淘汰违法”。一时间，赞同其
保护劳动权益者有之，反对其
干预企业用工自由者也有之，
莫衷一是。

应该澄清的是，《纪要》第
29条中的表述并非认定“末位
淘汰”违法，而是“末位淘汰制
度的执行应该遵法”。所谓的

“末位淘汰”不合法，实际上指
的是以“末位”为由直接解除
劳动合同且不予以补偿的行
为。换句话说，《纪要》中的表

述并非要淘汰“末位淘汰”制
度，而是对其加以规范。这一
表述之所以引发大众如此兴
趣，大概是因为“末位淘汰”中
的“淘汰”一词太过惹眼，人们
将“淘汰”直接等同于“单方面
解除劳动合同且没有赔偿”，
从而引发了误解。

事实上，“末位淘汰”与“解
除劳动合同且不予补偿”并不
是一回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企业必须设计适当的制度
激励员工，才能保持企业生存
并提高绩效。“末位淘汰”作为
一种普遍采用的人力资源管理
法则，其意在通过企业内部的
竞争压力来使人力资源的功能
最大化。一般而言，企业在对员
工的工作表现做出科学的评价
后，对员工进行合理分类或排
序，并按照一定的比例标准，将
排序最后的一些员工予以调
岗、降职、降薪或辞退，其目的
在于激发员工的工作活力和潜
力，从而保证企业在市场中的
竞争力，“解除劳动合同”只是
其中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已。

从实际操作来看，企业实
施“末位淘汰”和“竞争上岗”

的目的不是“淘汰人”，而是激
发企业活力。通常企业在施行

“末位淘汰”的时候，内部会设
立多级筛选分流网，如果员工
在该层级中处于末位，则被淘
汰进入下层，直到其完全不能
符合企业的要求，最终在依法
补偿的基础上淘汰出企业。

从员工的角度看，对企业
有贡献、具有竞争力的员工根
本就不惧怕“末位淘汰”，因为
真正的人才必然不会处于“末
位”，用人单位给予各种优良
待遇挽留都来不及，怎么会淘
汰？就算真被“淘汰”了，在市
场上也立马会重新找到价值
相当的工作。只有那些能力较
弱、慵懒闲散者才会惧怕末位
淘汰，要求有铁饭碗，而这恰
恰养了一帮懒人、闲人，使得
企业绩效无法提高，最终企业
也遭到市场的淘汰。

在“末位淘汰”的运作方式
下，企业内部充满着竞争，“能
上能下、能进能出”的高流动性
制度使得企业避免了“养闲
人”、“养懒人”，充分激发了员
工的活力和企业的竞争力。正
因为如此，“末位淘汰法则”也

被称为“活力曲线”。所以，在通
用电气公司的原CEO杰克·韦
尔奇提出“末位淘汰”后，这一
制度就迅速地被世界各地的
企业以不同形式广泛采用。

就转型时期的实际情形
来看，中国的各类企业中，尤
其是国有企业，依然存在大量
的“铁饭碗”，员工之间缺乏竞
争，在看似和谐的“大锅饭”体
制下企业绩效始终难以提升，
最终也导致企业和员工都陷
入“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对于“末位淘汰”和“竞争
上岗”用得不是太多，而是太
少。而从劳动合同法来看，现
有法条中并未明确规定企业
不能施行“末位淘汰”和“竞争
上岗”制度，《纪要》中的这一
解释也兼顾了用人单位和劳
动者在法律框架下维护各自
的合理权益。也就是说，企业
依然可以施行企业内部竞争
制度，只不过，在施行的时候，
尤其是涉及与员工解除劳动
合同时，不能随意解除，而是
需要遵照法律规定执行。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
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

读懂“奖孝金”背后的激励艺术

□毛建国

为激励子女经常到护理
院探望父母，苏州一家护理院
别出心裁地推出了“奖孝金”
管理制度。这项制度规定：子
女两个月内到护理院探望父
母超过30次，就可获200元现
金抵用券，“奖孝金”现金抵用
券，可以在缴纳老人相关费用
时抵用。一段时间下来，效果
明显，“看望老人次数暴涨。”

（12月4日《扬子晚报》）
面对“奖孝金”取得的成

效，有人认为是“小利大诱”，
那些因为护理院推出“奖孝
金”而去看望父母的人，明显
是奔着小利去的；也有人认
为，很少有人在乎区区200元，

“奖孝金”主要起的是提醒作

用。无论哪一种逻辑，其实并
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中我们
看到了激励的艺术。

在道德建设上，很多人已
经习惯了谴责，对一些看不惯
的人和事，常常表现出不屑一
顾。马丁·路德·金曾经讲过，
最大的悲哀不是坏人的嚣张，
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毫无疑
问，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这种谴责的力量，相对于过度
的沉默，有着积极性，是社会
建设需要的。但有必要看到，
道德不仅是谴责出来的，有时
也是激励出来的。

毋庸置疑，在道德面前，
每个人都存在着对当前道德
现象的判断，以及由此产生的
道德想象。有着什么样的道德
想象，就有着什么样的道德现
实。拿“扶不起”来说，当你认
为这个社会充满正能量，“扶

不起”只是极端个例，就很有
可能伸出热情的双手；反之，
当你认为到处充斥着“满满的
恶意”，很有可能袖手旁观。

就道德建设而言，孤立地
强调道德想象，还远远不够。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道德想
象的基础上，产生道德自信和
道德自觉。所谓“道德自信”，
就是对当前的道德现实充满
信心；所谓“道德自觉”，就是
始终“求诸己”，能够想到自己
为道德建设做什么。在这之
中，不仅是“你没有办法判断
别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但你自
己可以做一个好人”，还表现
为对于道德正能量，勇于做一
个“在路旁鼓掌的人”。

从广义上讲，孝也是一种
道德。孝是人人希望的，既然

“己所欲之”，那就“上下同
欲”。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

通过激励的力量，来让孝风常
在。“奖孝金”的真正作用，就
在于它是一种激励的艺术，它
以提醒的方式，告诉人们应该
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它以
一种鼓励的形式，促使更多人
加入到正能量中来。千万不要
小看了这种激励的力量，它对
于心灵的开化和净化，常常起
到超乎想象的作用。

这种道德激励，是一直存
在的。政府在道德建设上的呼
吁，媒体对道德行为的报道，
都体现了这一点。在道德激励
上，不仅需要政府参与，也需
要社会参与，在“奖孝金”中，
我们就看到了社会参与。如果
民间公益也能够把道德建设
纳入关注视野，这是一片多么
大的天地！

备受关注的深港通5日正
式开启，这是在沪港通之后中
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又一个
里程碑，是中国资本市场持续
对外开放的一个明确信号。

起步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末
的中国资本市场，在早期发展
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处于完
全封闭状态。有限的市场规模、
不完善的交易机制，令Ａ股呈
现鲜明的“散户化”特征，波动
性远高于成熟市场。

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
和中国经济的不断壮大，本土
金融资本实现全球资产配置的
需求日趋强烈，海外资本分享
中国成长的意愿也持续提升。
近年来，从合格机构投资者的
引进来和走出去，到沪港通机
制的开启，中国资本市场的大
门渐次打开，已经成为全球市
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015年，中国股市经历了
一场罕见的异常波动，引起国
内外的高度关注。此后，有人担
心，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脚步
是否会因此而停滞？实际上，对
外开放不仅是中国资本市场发
展的必然趋势，更是全球金融
市场发展的需要。

开放的姿态，多方欢迎；开
放的行动，多方受益。当前，全
球范围内各大市场都在加快开
放，不仅是新兴市场，发达市场
也是如此。发达市场为了寻找
新的增长点，加快了对新兴经
济体的开放；新兴市场为了加
快发展、提高竞争力，加快了对
周边和发达市场的开放。

开放本身就是为了改革和
发展。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并
不是简单地为了自身发展而开
放，资本市场开放的立足点应
该是服务于经济社会的总目
标。未来一段时期，是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是
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双向开放
的重要窗口期，也是成长为世
界一流市场的难得机遇期。

对于年轻的中国资本市场
而言，改革、开放和发展是相伴
而生的命题。在求解“开放”的
命题中，除了沪港通、深港通，
还有更多值得期待的答案。（据
新华社电，作者赵晓辉、潘清）

资本市场开放

不止于“深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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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乱差只是表象，其成因
与民生诉求是纠缠在一起的。
这就需要城市的管理者，既看
到表也看到里，带着民生视角
去开展市容市貌的整治活动，
市民需要的生活环境应该是整
洁的，同时也应该是配套设施
完善、公共服务周到的。

评论员观察

葛大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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