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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治欠薪要下狠手打“七寸”
□知新

“陈科长您好，告诉你
个好消息，我们的工资已经
拿到了，特别感谢你们，祝
你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7日一早，崇川区劳动保障
监察大队监察员陈玉华接
到一名职工的电话，虽然看
不到电话那头职工的表情，
但能感受到她发自内心的
高兴。

（7月11日本报7版）

现代法治社会，哪里有
欠薪之事，哪里就有需要堵
塞的制度和管理漏洞。试
问：如果月月按时足额支付
工资，又岂会出现集中讨
薪？如果工程不层层转包，

又岂会出现“大包”“二包”
“三包”面对讨薪工人的推
诿扯皮？如果能把工作做
在前面，把矛盾解决在平
时，又岂会冒着被舆论诟
病、被拘留治罪的风险极端
维权呢？

笔者以为，实现劳动者
“劳有所获”，必须对欠薪者
始终保持“零容忍”，让“老
赖”在付出“付不起的代
价”中望而生畏。但从长
远来看，要真正让工资得
到有效兑现，还得用制度
和督查来开启“护薪”之
路，变“事后维权”为“事前
预防”。于此而言，如何保
障劳动者的合法权利，怎

样实现有效监管，已经成
为绕不过的当务之急。这
起 码 对 应 着 以 下 三 个 方
面：首先是规范行业用工
行为，尤其要通过政府职
能部门督查、工会组织审
查、行业自律严查等途径，
盯牢企业工资单，建立信息
交互共享平台，不折不扣地
落实工资集体协商制、月薪
逐月发放制；其次是严苛律
法和严厉制裁不能“打白
条”，并实现从源头监控到
责任追溯的全覆盖；再次
是建立相应的诚信体系，
实行行业“黑名单”制度，
从而倒逼企业主将“尊严的
劳动”当成一回事儿。

“折翼”也能翱翔，助力无限可能
□政青

2023第四届玉门铁人
三项赛9日闭幕。我市残
疾人运动员包汉明参赛荣
获男子226KM40-44岁组
第一名。

（7月11日本报6版）

众所周知，运动员的日
常训练异常艰辛，对残疾人
运动员而言，则要克服更
多、更大的困难，付出难以
想象的努力，才能最终站在
荣光的领奖台上见证属于
自己的高光时刻。现在，越
来越多的残疾人通过参与
体育运动，重新建立起自
信，找到生活的方向，逐步
实现人生梦想。

体育，是残疾人融入社
会的一扇窗，也是社会大众

了解、关爱残疾人的一面镜
子。一方面，通过参与体育
活动，让更多残疾人走出家
门、走进社会，享受生命的
美好；另一方面，也唤醒了
社会大众对残疾人群体观
念的改变，加快形成理解残
疾人、尊重残疾人、关心残疾
人、帮助残疾人的良好风尚。

让残疾人愿意走出家
门、更好融入社会，离不开
全社会的支持。大力营造
无障碍环境，不仅仅是保障
残疾人融入社会生活的重
要条件，也会给我们身边的
老、弱、病者乃至我们自己
带来安全和便利。应把满
足残疾人需求、增进残疾人
福祉融入无障碍环境建设
的全过程，在重点领域、重

点行业提供更多的无障碍
设施和服务。如在公共场
所出入口铺设平缓坡道、在
商业综合体或单位等设置
无障碍停车位或卫生间、在
人行天桥配套建设无障碍
电梯等等，以此化有碍为有

“爱”。除了消除物理上的
障碍外，更需要社会各界转
变对残疾人的刻板印象或
偏见，接纳他们是社会大家
庭中的平等一员。

勇者无惧，做自己的英
雄。他们的奋斗故事，是个
人理想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最鲜活最生
动的写照。期待更多残疾
人运动员在赛场上表现出
高昂斗志、顽强作风、精湛技
能，为祖国和家乡争光。

学习平民英雄
感动的同时更应行动

□孙维国

濠南
夜话

“谢谢您下河救了我儿
子，您可是我们一家人的恩
人……”9日上午，海门港新
区福良村44组村民杨忠飞
家迎来了两位特殊的客人，
他们来自东北，是一对父子，
一进门就激动地拉住杨忠飞
的手，一再感谢救命之恩。

（7月11日本报7版）

杨忠飞的英勇行为是
舍己救人精神的生动展现，
他是一个农民，也是一位英
雄！现实中，这样的英雄还
有很多——就在我们身边，
或是我们的同事，或是我们
的邻居，也可能是陌生的路
人……他们都是平凡人，都
是平民英雄。

他们在一次次危急关

头挺身而出，在他人遭遇困
境时伸出援手。这些平民
英雄的高贵品德，让那些平
凡的人、普通的事，散发出
英雄的光芒。英雄的标准
并不是单一的定义，而是依
托根植内心的善良和大爱，
进而迸发出的感人肺腑的
力量、牵动人心的震撼和发
自内心的选择。

平民英雄们用行动，一
次次诠释、践行了舍己救
人、奋不顾身等传统美德。
而要大力传承弘扬传统美
德，最需要这样的“榜样力
量”。也正因此，我们要宣
传榜样，通过故事、演讲、电
影等形式向公众传递正能
量，激发人们的善意和勇
气。我们要对榜样进行褒

奖，激发社会的情感共鸣和
正能量的传播。这种褒奖定
会激发更多人的爱心和善
意，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英雄从来没有走远，他
们的故事也从未结束过。
他们虽然平凡，但他们的大
德、大爱、大美值得我们学
习，值得我们崇敬！向平民
英雄致敬，我们在感动的同
时更应行动——用心去感
受平民英雄的大德、大爱、
大美，用力所能及的行动去
帮助身边每一个需要施以
援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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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话题】

毕业生乐当网红

微博近日发布一项“当代
年轻人就业在关注什么”问卷
数据：近万名受访应届毕业生
中，61.6%的人就业时会考虑
网红直播等新兴职业，只有
38.4%选择完全不考虑。对
此，你怎么看？

微
话题

【议论纷纷】

@井陉微水 这种公开征
求意见，听民声、顺民心、遂民
意，必将有利于解决药品说明
书看不清、用药把不准等老大
难问题。

@孙建国 药品说明书的
适老化，需要以老人为本，多问
询老人的需求，并且以老人容
易接受、方便使用的新科技方
法赋能，在不产生新数字鸿沟
的情况下，使其更加简单、明
了，才是更科学的优化措施，真
正的人性化适老。

【本期话题】

药品说明书“适老化”

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
《药品说明书适老化改革试点
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6月
29 日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你怎么看？

从法律角度看，定量包装
商品缺斤短两，既损害了消费
者知情权，也损害了其公平交
易权；既涉嫌虚假宣传，又涉嫌
消费欺诈。牙签、垃圾袋等商
品虽小，背后潜藏的却是消费
者权益、市场秩序、社会诚信等
大主题。

——工人日报：《150个垃
圾袋到手86个？治缺斤短两
须较真》

大浪淘沙，经历时代大潮
考验，“小城制造”愈发闪光，活
力满满。何以挺立潮头？一靠
行业勇于进取，创新不懈。譬
如丹阳眼镜，从业者大胆尝试、
果断把握商机，多方联合技术
攻关、进行迭代升级，从而形成
了较强的技术能力和产业聚集
优势。二靠政策积极引导，有
效扶持。从镜片制造到综合服
务的产业拓展，在市场化配置
和政策引导的有效结合下，逐
渐形成了在全球市场具备优势
和特色的眼镜产业集群。

——人民日报：《“小城制
造”，成功有密钥》

公益暑托班

“社区也太好了吧，都有
小提琴课了！”“这个课程真的
不收费？”……暑假来临，通城
各个街道社区针对家长和孩
子们的需求，开设了各具特点
的公益暑托班，为辖区青少年
儿童提供公益看护、课业辅
导、兴趣培养等服务。

（7月11日本报3版）

让带娃更省心放心
□卞广春

通常，上学的孩子放了暑
假，是年轻父母的生活节奏最
容易被打乱的时候。年轻父
母上班后，把孩子放在家里，
肯定不安全也不放心，带到企
业又怕影响工作。由孩子的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带，年轻
夫妻固然可以过一段“二人世
界”的日子，但看不到孩子在身
边，总免不了牵挂。有的爷爷
奶奶、外公外婆也有自己的工
作和喜好，带孩子十天八日倒
也不是不可以，若整个暑假都
由他们带，就觉得有点为难了。

根据社区自身能力和条
件，从辖区居民实际需求出
发，开设托管班是一个积极有
益的尝试。这不仅解决了辖
区青少年到哪里去的问题，也
为上班的家长解决了后顾之
忧。有了托管班，孩子们能与
小伙伴一起学习、玩耍，专人
看管能有效防止和避免孩子
们的暑期风险。尤其是年轻
父母们能够安心上班，专心致
志地工作，可谓一举多得。

办好这项民心工程
□廖卫芳

眼下，随着一年一度“暑
假模式”的开启，很多双职工
家庭头疼不已：学校放暑假
了，孩子的安全、监管怎么办？

如何纾解家长的“两难境
地”？街道社区开设公益暑托
班之举，无疑是一个好办法。
这不仅解决了家长的“看护
难”，能够安心上班、安心工
作，而且也让孩子们能够在公
益暑托班里学到很多知识，找
到很多乐趣。更为重要的是，
孩子们的安全也有了保证。

虽然开设一个公益暑托
班，不但要花费大量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而且还要花费许
多的精力，但这既能让孩子有
一个“好去处”，又能让家长安
心工作，还能让孩子们的安全
有保障。这样的付出，显然是
值得的。

办好公益暑托班是一项
民心工程。期待各地街道社
区，包括各级工会组织，不妨
多为孩子们开设一些公益暑
托班，从而把这项民心工程真
正办到家长的心坎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