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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证明，
长期用电子产品或致失明

台湾最新研究发现，如果将实验老

鼠连续 7 天、每天 12 小时置于蓝光环境

中，其视网膜会出现病变。由此推论，人

类眼睛如果长时间接触蓝光，两年就会

出状况，长期甚至失明。医生建议：①每

天使用电子产品不多于10小时；②避免

在光线恶劣环境下看手机。@新华网

不吃早饭的人：
6种病已经盯上你了

1.胃炎、胃溃疡。2.胆结石。空腹

时，胆汁容易淤积，极有可能引起结石症

状。3.月经不调、盆腔炎。人体“火力”不

足，导致女性体寒，而这会使盆腔内的血

管紧缩，致使卵巢功能紊乱。4.感冒。5.

心血管疾病。长期不吃早餐，容易导致

动脉硬化的发生。6.蛀牙。@生命时报

非 常道

李彦宏：很多时候中国人
愿意用隐私交换便利性

“中国人更加开放，对隐私问题没

有那么敏感，很多情况下他们愿意用

隐私交换便利性，那我们就可以用数

据做一些事情。”近日，百度集团董事

长李彦宏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

年会上针对互联网和数据隐私议题做

出上述回应。 @财新网

查处“黑校车”更需问责“盲监管”

＞

▋汪昌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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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如何对待企业内部奇葩规定
▋杨玉龙

26 日，在第 23 个“全

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

到来之际，河南交警总队

集 中 曝 光 了 10 起 典 型

“黑校车”违法、超员案

例。其中，郑州一家私立

幼儿园园长丈夫驾驶私家车充当校车超

载 100%送幼儿途中，因拒绝接受交巡警

检查疯狂逃窜，最终驶入死胡同陷进花

坛内被控制。该幼儿园园长霍某、司机

程某夫妻二人被公安机关以涉嫌危险驾

驶罪刑事拘留。（3月27日中国新闻网）
近年来，维护校车安全，捍卫学生的

生命尊严，成为国家、地方及全社会的共

同责任。特别是，国务院出台《校车安全

管理条例》，立法管理校车，明确校车标

准，并赋予校车特殊路权等诸多“优先

权”，为校车增加了“保险杠”，为学生安

全编织了“防护网”。然而，严防重管之

下，“黑校车”仍然有禁无止。特别是，河

南集中曝光 10 起典型“黑校车”违法案

例，超载率均在100%以上，令人震惊。

毋庸讳言，“黑校车”和超员，是悲剧

频发的罪魁祸首。事实上，农村路况差，

对校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现实情况

却是，受经济条件限制和利益驱使，越是

在路况差的农村，越是在“高效率”地使

用“黑校车”。可以说，在一些农村的民

办学校及幼儿园，校车已演变为相互之

间恶性竞争的一种工具。而相关部门对

“黑校车”管理严重失责，几乎成了任其

存在、放任自流的状态，造成拼装车、报

废车和个人机动车等违法“黑校车”接送

学生的现象相当普遍。

可见，查处“黑校车”，更需问责“盲

监管”。有多少“黑校车”超员上路，就有

多少“盲监管”在熟视无睹，就埋下了多

少安全隐患，必须对监管失职进行问

责。同时，管理校车，不能满足于集中整

治，而是贵在平时。维护校车安全，是一

个 系 统 工 程 ，每 个 环 节 都 不 能“ 掉 链

子”。有关部门除了要检查校车是否合

法运营，检查车况及安全性能，检查是否

超速、超员等，还要建立对校车的跟踪监

管机制，重点监督学校和幼儿园安全责

任是否落实到位，是否给校车配备了技

术过硬、责任心强的司乘人员，确保孩子

的生命安全。

让技术工人进入“薪时代”
▋王旭东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汤涛在 26 日

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将建立符

合技术工人特点的分配制度、正常的工资增长机

制和长效激励机制，促进技术工人待遇的普遍提

高，推动高技能领军人才经济待遇和社会待遇显

著提升，让技高者多得。（3月27日《人民日报》）
当下，技术工人的“含金量”确实不高。一

是工资收入很一般，技术含量以及重要性没有

在收入层面得到充分体现；二是在社会大众心

目中的地位很普通，最多就算个“蓝领”，甚至还

是“次蓝领”，与白领存在“身份差异”；三是这一

阶层在企业的话语权不强，维护自身权益的分

量不够……技术价值不仅是体现在工作中、表

现在机器上，还需要与之匹配的薪酬，以及有尊

严、被尊重。

技工有力量，企业才有希望，中国制造才有

未来。对于技术工从群体来讲，“薪”不足则力不

强，只有当“薪”有余才会力更足。当技工缺口有

效“填补”，并且，能够充分发挥出技工群体的力

量，企业的发展与振兴就会顺理成章，中国制造

就会向智造、创造迈进。

“大国工匠奖”别具“匠心”。在今年的全国两

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建

议，设立“大国工匠奖”，营造培育“工匠精神”的良

好土壤和尊重技能劳动者的社会氛围。全国人大

代表、川博首席专家魏学峰认为，应设立“大国工

匠奖”，作为国家技术和技能的最高奖，“希望通过

奖励和崇高荣誉来促进工匠精神的强大复苏。”设

立“大国工匠奖”只是手段与价值导向，培养大国

工匠与培育工匠精神是目的与目标。

让技术工人进入“薪时代”。从宏观上看，据

最新消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改革的施工图和时

间表即将出炉；从量身定制政策上讲，近日中办、

国办印发了《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

我们可以预期，以提高待遇为抓手，以提升社会

地位为基础，以增强话语权为动力，让技术工人

“走进春天里”，从而，更好地肩负起大国工匠的

职责，更好地弘扬新时代的工匠精神，在“来一场

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中担当大任。

如今刷微信朋友圈成

了不少人每天必须完成

的一项“工作”。一些企

业看中了用户习惯,逐渐

将微信朋友圈变成营销

推广的优选渠道。通常

情况下,员工在外出差、跑

外勤时无法正常签到打

卡和记考勤，一些企业采

取了定位监督员工等做

法。公司制定内部规章

制度时,不能侵犯员工的

基本权利和尊严。（3 月
27日《法制日报》）

企业按自定规章管理

人无可厚非，但最重要有

两点不能忽视，一则管理

规定不能违背法律；二则

也应坚持以人为本。比如，让员工在微信朋友圈里转发公司的文

章，法律虽不禁止，但也应考虑到员工的感受。倘若不仅规定转发

的次数，还要求将截图上传到公司办公群留底，完不成任务还处罚

和点名批评，让员工如此“用功”，反而可能会起到反作用。

其实，对于屡屡爆出的企业内部奇葩规定，并非没有办法治

理。一则，员工“硬起来”很重要。要知道，单位虽然给了自己“饭

碗”，并不意味着就是任其摆弄的“木偶”，对于一些违法或违背情理

的规定，完全可以说“不”。比如，企业给员工安装定位软件，就是在

侵犯员工的人格和隐私，员工完全可以站出来和老板摆道理，甚至

借助法律维权。

二则，工会更应“管起来”。对于职工的“娘家人”工会，有责任和

义务为了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出头露面。比如，对于一些奇葩管理规

定，工会完全可以通过平等协商等方式，以协调劳动关系，维护企业职

工的权益。这就需要工会摆正自身位置，万不可只成为摆设。

三则，劳动监察部门也须“动起来”。对于媒体曝光的一些奇葩

规定，劳动监察部门不能只当“看客”。主动介入很有必要，属于违

法的应依法惩治；属于其余过度管理侵害劳动者权益的，应依法督

促企业“改邪归正”。

当然，对于企业自身而言，唯有更好地协调公司利益与员工利

益之间的关系，才能构建起和谐的劳动关系。多些以员工为本，比

靠奇葩规定管人更重要。

拿起武器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