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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启钱

2019 年 才 过 去 不 到 两 个 月 ，
国内外各种局势的重大变化让人眼
花缭乱。从委内瑞拉动乱、美国政
府关门、英国“硬脱欧”等国际性
大事，到国内明星丑闻、国家足球
队战败、非洲猪瘟等负面信息，防
范“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等曾经
高深的经济学术语已经为普通人熟
知；从个税抵扣、央行降准、史上
最大规模减税政策的实施、科创板
登陆，到多位民营企业家获无罪改
判，中央接连推出一系列积极措
施，“对冲”经济下行的压力；以
央视春晚大规模采用新技术为标
志，5G 通信技术正开始进入我们
的生活......

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唯一
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在我看来，
如果说中华文化有“核”，那么一
定是“变”，经典文献 《易经》 讲

的就是变化的道理。能变化善变
通，已经成为国人的一种鲜明特
质，也是中华文明能传承至今仍欣
欣向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变化并不是人人都期
待、人人都乐见的，面对变化，也
不是所有人能够淡定。揆诸现实就
会发现，面临巨变，拒变者有之，
惧变者亦有之。

拒绝变化者，以守旧者居多，
从先秦变法到晚清改革，历朝历代
有很多在巨变面前拒绝改变的集团
或人物。其拒变的原因不难理解，
就是怕失去既得利益。当然，其中
也不乏思想意识顽固保守的“遗老
遗少”。

惧怕变化者，则很多是你我一
样的普通人。或者对随着变化而来
的未知世界心生恐惧，因为没有能
力判断与把握巨变之中的风险与机
遇；或者已经适应了既往状态，怕

“站”起来后反倒头晕眼花……
拒变者的结局，就是直接被淘

汰出局。一百多年前，面对“千年
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清王朝的王
公大臣们一再拒绝改革，民间社会

视变革为洪水猛兽、视变革思想为
异端邪说的亦不在少数。但历史潮
流，浩浩荡荡，逆之者亡，最终清
王朝的命运发生了剧变。吊诡的
是，在末代皇帝已经被逐出紫禁城
后，民间围绕那根已在脑后晃荡了
200 多年的辫子，仍演出了许多悲
喜剧，有一些人竟然因为拒绝剪辫
子而被砍了脑袋。

惧变者，也会因为徘徊、迟
疑、犹豫和害怕，丧失改变自己命
运的最好机会。而且，惧怕变革的
人一多，本来是前途光明的改革，
也有可能被煮成“夹生饭”。辛亥
革命后，袁世凯、张勋等人先后演
出复辟闹剧，“群众基础”就在于
很多民众思想还停留在帝制时代，
惧怕变革带来的“冲击波”。而近
年来，教育体制改革、医疗卫生体
制改革、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
户籍制度改革等一些重要的改革任
务进展情况不理想，很大原因也在
于“中梗阻”，一些人犹豫害怕乃
至自觉不自觉地“抗拒”。最终，
多少惧怕变革的普通人，在这种将
变未变、已变未成的局面中，成为

失败者和牺牲品。
变革意味着新的机会、新的动

能、新的气象。历史一再证明，
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很多事物
不会因为你害怕或拒绝，就不会
发生变化。越是害怕变革，越是
拒绝改变，在变革中失去的就会
越 多 。 在 巨 变 面 前 只 有 主 动 求
变、主动迎变、主动改变的人，才
能顺应历史潮流，获得不菲的“变
革利益”。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前
“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这样的变局，既是历史发
展、社会进步的必然，也是站在时
代前列的许多改革者奋力引领与推
动的结果，更是民心之所向、民意
之所趋。因此，拒变要不得，惧变
也会误事。巨变面前有拒或惧之心
态者，当戒之。

巨变面前不拒变更不惧变

董 峻

19 日 ， 新 华 社 受 权 播 发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坚持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
工作的若干意见》，这是新世纪
以来第 16 个指导“三农”工作
的中央一号文件，释放出党中央
坚持不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
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明确信
号。

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
之要。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稳中
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
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风险
和困难明显增多。越是在这种情
况下，越是要稳住“三农”，守
住这个战略后院，发挥好“三
农”压舱石和稳定器的作用。

打赢脱贫攻坚战、完成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目标任
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农
民 人 均 收 入 比 2010 年 翻 一 番
等，是“三农”领域必须要完成
的硬任务，必须以时不我待的紧

迫感和只争朝夕的精气神，坚持强
农惠农富农政策不减弱，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不松劲，坚决把硬任务都
攻下来，确保亿万农民同全国人民
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求能否落
到实处，直接关系到“三农”这个
战略后院能否守住，农村工作硬任
务能否按期完成，农业农村现代化
这个目标能否实现。各级党委和政
府必须把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
要求作为做好“三农”工作的头等
大事，改变“三农”工作“说起来重
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
现象，在干部配备、要素配置、资金
投入、公共服务等方面切实把“优
先”体现出来，动真格、见真章。

全面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
领导，是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方
针的根本政治保证。党管农村工作
是优良传统，也是最大的政治优
势，必须进一步健全党委全面统一
领导、政府负责、党委农村工作部
门统筹协调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
强化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责任，
建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责任
制，进一步强化资源要素支持和制
度供给，真正把农业农村发展的总
方针变成全党全社会的共同意志、
共同行动。

把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方针落到实处

朱晨凯

今年市两会期间，人大表决
通过了《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
理条例》，宁波由此成为国内较
早对生活垃圾分类立法的城市，
垃圾分类的话题再次引起市民关
注。

这几天宁波持续降雨，一个
平时不太会关注的垃圾分类细
节，引发笔者思考。笔者所住小
区每栋楼下面，有固定的垃圾桶
放置区域，按照分类要求，几个
垃圾桶一字排开。如今有了垃圾
分类意识，不少居民开始习惯在
家里把垃圾分好类，下楼经过垃
圾桶时，再花点时间投放。

但持续雨天，小区里不少垃
圾桶又回到了之前脏乱差的状
态，用宁波话讲就是“回潮”
了。经过观察，笔者发现其中一
个原因：雨天居民在垃圾桶边驻
足的时间减少了。一只手撑着
伞，一只手提着几袋垃圾，脚踩
式开启的垃圾桶还好，但手动式
开启的就很麻烦了，腾不出手
来，一些人只好偷懒违规，挑个
方便的打开，迅速扔完走人。这
不能怪居民素质不到位。垃圾桶
上湿漉漉，地面又湿滑，手上还
撑着伞，麻烦面前想快点解决问
题，是人之常情。

垃圾分类工作能否开展好，

把细节问题处理好是关键因素。小
区垃圾桶放置区域的硬件建设就是
细节之一。很多小区之前是路边划
个区域放垃圾桶，垃圾分类开展
后，再增加几个垃圾桶就完事了。
解决了“有”，但还不够人性化，
不够“好”。像持续雨天，因为不
方便，偷懒违规的人就会增多；而
偷懒违规的人多了，好不容易养成
的好习惯就容易走“回头路”。若
有个遮雨棚，地上有个防滑垫，能
有地方让人收起雨伞腾出手，愿意
花时间驻足分拣投放，好习惯就不
容易受影响，垃圾分类工作也会开
展得更到位。

日本的垃圾分类做得十分出
色，背后就有硬件设施较人性化的
原因。在日本，路边鲜有垃圾桶，
人们可以把垃圾丢在就近的便利店
里。那里有专门放置垃圾桶的区
域，而且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
环境舒适，人们就愿意进去投放垃
圾。如今，宁波在公交车站和公厕设
施的人性化上做了不少工作，像夏
天有些公交车站有降温喷雾，不少
公厕有中央空调、第三卫生间、化
妆间等，条件好了，匆匆赶路或匆
匆上厕所的人，就不会那么匆忙。
在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时，能否让垃
圾桶放置区域的硬件设施更人性化
些，为扔垃圾的人提供更多舒适和
便利，让他们不再那么匆匆，应该
是有利于垃圾分类更好地开展的。

垃圾分类：
给扔垃圾的人更多便利

戴先任

2月 19日，元宵佳节，举国
同庆。但中华老字号同仁堂上上
下下，想必很难有好心情。当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通
知，撤销北京同仁堂 （集团） 公
司中国质量奖称号，收回证书和
奖杯 （2月20日《华夏时报》）。

撤销同仁堂中国质量奖称
号，原因在于同仁堂下属公司使
用过期蜂蜜用于生产，受到行政
处罚。实际上，去年底被媒体曝
出“蜂蜜门”事件，还不是同仁
堂第一次，多年来，同仁堂因为
造假、质量问题，屡次被监管部
门处罚。比如 2016 年，同仁堂

“ 阿 胶 造 假 ” 事 件 发 生 ； 2012
年，同仁堂清火片被检出不合
格，牛黄解毒片生产日期“早
产”；2011 年，同仁堂被曝假血
燕事件……

同仁堂屡屡出现质量问题，
无疑对其“百年老字号”的声誉
损害极大。近年来频现质量问
题，同仁堂却我行我素，问题难
以得到根治，主要原因可能就在
于其丢失了“诚实守信”的优良
传统。另外，在大肆扩张甚至野

蛮生长的情况下，质量问题没能得
到很好掌控。还有一种可能是，

“同仁堂”确实受到不少消费者的
信赖，就算质量问题屡屡发生，对
其声誉有较大影响，但对“傲娇”
的同仁堂来说，自恃有“百年老字
号”声誉加持，也就不以为然了。

此次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撤销同
仁堂的中国质量奖称号，对于同仁
堂来说，就是当头棒喝，是必要的
清醒剂。中国质量奖是我国在质量
领域的最高荣誉，现在的同仁堂已
不配拥有这一称号和荣誉，撤销同
仁堂的中国质量奖称号，能避免消
费者再受蒙蔽，也是对中国质量奖
的维护与保护。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
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同仁
堂几百年来的店训。经过这次劫
波，同仁堂该真正觉悟了。要知
道，被摘掉中国质量奖这样的有
形“皇冠”倒在其次，“百年老字
号”声誉受损，积累几百年的无
形“皇冠”丢失，将会是“致命
打击”。如果再不醒悟，再不改过
自新，“百年修行”就可能前功尽
弃。这不仅是同仁堂的教训，其他

“老字号”和企业同样应该引以为
鉴。

同仁堂被撤质量奖称号
是“当头棒喝”

冯海宁

“就因为我签了 《职工自愿放
弃年休假申请书》，就没有 3 倍补
偿了。”近日，麦琼花拿到辽宁省
大连市甘井子区劳动人事仲裁院的
败诉裁决书时，才发现被用人单位

“套路”了，因此拿不到 3 年未休
年休假的补偿金 1.1 万元。记者调
查发现，像麦琼花这样，休年休假
时被用人单位“套路”的职工不在
少数 （2月19日《工人日报》）。

麦琼花之所以没有拿到 300%
补偿金，是因为用人单位利用了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
中“职工因本人原因且书面提出不
休年休假的，用人单位可以只支付
其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然
后强迫职工签《职工自愿放弃年休
假申请书》，这样单位既逃避了职
工年休假，又逃避了支付补偿金。

现实中，关于年休假还有不少
“套路”，如跨年自动清零、年休假
被指定或冲抵、职工跳槽后年休假

“缩水”等。显然这些“套路”让
用人单位获益，职工利益受损。用
人单位之所以“套路”多，既因为
相对强势，也因为部分职工不了解
带薪年休假制度，或缺乏维权勇
气。另外也因为劳动执法缺位。

人社部每年开展的部分城市
（60 个城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基本情况调查显示，即近半数职工
没有享受到带薪年休假，原因之一
就是被用人单位“套路”了。所
以，要想维护职工休假权益、做大
旅游“蛋糕”，必须破解“套路”。
不少意见认为应加强监管执法，而
笔者认为要有治理“硬规则”。

虽然我国早就有《职工带薪年
休假条例》《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
实施办法》 这些“明规则”，但仍

然 无 法 约 束 用 人 单 位 的 “ 潜 规
则”，这说明“明规则”还不够完
善。对比现有制度规定和用人单位
的“套路”，坦率地说现有制度不
够“硬”，既对用人单位缺乏有效
制约，也对地方执法部门缺乏有
效鞭策，那么前者就任性，执法
也不到位。比如用人单位强迫职
工签 《职工自愿放弃年休假申请
书》，制度并没有有效设防。而
且，现有制度规定的处罚手段比较
单一，惩罚力度不够大，对用人单
位震慑力不够。

对于劳动执法部门，现有制度
同样偏“软”。要想用人单位不玩

“套路”，地方执法部门就应积极作
为。但现有制度只简单规定“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应
当依法监督检查用人单位执行条例
及本办法的情况”，但究竟是主动
监督检查还是被动监督检查，却没

有明确，所以，很多地方劳动执法
部门往往坐等职工举报。

显然，只有“明规则”硬起
来，不给用人单位玩“套路”的机
会，才能减少职工被“套路”。麦
琼花吃亏后再败诉，因为仲裁机
构 、 法 院 是 根 据 现 有 制 度 判 决
的，所以还要反思制度问题，只
有完善、强硬的制度才能为职工
撑腰。在对用人单位处罚手段方
面，还应增加“黑名单”、与奖补
优惠等挂钩。对于地方劳动执法
部门，也要有鞭策措施，比如明确
监督检查的方式方法，把执法情况
纳入政绩考核范围等。

职工休假等权益受损，不仅是
法律问题，也是经济问题。由于就
业市场总体供需不平衡，所以用人
单位比较强势。笔者以为，法律的
归法律，经济的归经济，两方面都
需要改变。

职工被“套路”呼唤治理“硬规则”

郑建钢

前两天，杭州一位学生家长看
到班级群里发布了一则最新通知：
新学期的班级打扫和布置开始了，
老师征集家长志愿者。过了很久，
群里没有反应。这位家长说，自己
当时正在上班，看着尴尬的局面，
就建议找家政公司帮忙。大家也没
有意见，她就下单预约了钟点工

（2月20日《都市快报》）。
别以为请钟点工打扫教室算不

得多大的事，网友们可是为此炸开
了锅，由此还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
派。支持派觉得，开学日碰上工作
日，家长们没有时间，大家出钱请钟
点工，免得有打酱油的家长，有不来
的家长，可以理解；反对派则认为，
学校、家庭、社会普遍没有重视学生
的劳动机会，家长这么做，等于让孩
子们失去了劳动实践机会。

在家长们争得不可开交的同
时，也有不少学生正在埋头打扫教
室，他们可没有工夫去搭理家长们
的口水仗。

记得我们小时候在开学初打扫
教室，根本没有那么复杂。当时既
没有家委会，更没有钟点工，教室
的清洁卫生全是同学们自己动手
打扫的。男同学负责打水、扫地，
女同学负责擦桌子、擦玻璃窗，两
三个小时就能把教室打扫得窗明几
净，焕然一新地迎来新学期。

不得不说，现如今，学校建设
现代化水平越来越高，教室里瓷
砖、地板的装修和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完全不同，确实难搞，不能再用
老眼光来对待教室打扫。据钟点工
阿姨介绍，清理教室不轻松，几十
张桌椅，每个桌脚、凳脚的死角要
擦一遍；地板先用清洁球擦，再用
百洁布，最后用抹布擦，轮番清洁

好几遍。还有做医生的家长说，碰
上流感暴发季，教室清理干净之
后，还要把每张桌子、每把椅子的
角 角 落 落 擦 上 84 消 毒 液 进 行 消
毒，那么大的工作量，让孩子们来
完成，也不太现实。就连对请钟点
工帮忙打扫教室“表示强烈反对”
的一位杭州公办小学老校长也承
认：“低年级的孩子，完全放手让
其独立劳动不大可能。”

新学期学生们要不要自己动手
打扫教室，本不该成为问题。就像
每天例行的值日一样，一般的打扫
同学们完全可以自己搞定，如果按
照高标准的要求打扫教室，比较难
搞的地方请有经验的钟点工帮帮
忙，为预防流行病需要消毒的时
候，请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出面代劳
一下，都是正常的选项，根本没有
争论的必要。

打扫教室要不要请钟点工，之

所以会引发激烈的争论，其实是在
当下日益改善的生活条件下所引发
的观念碰撞。以前生活条件艰苦，
同学们自己动手擦擦桌椅扫扫地，
完全没有问题。现在生活条件好
了，卫生要求也高了，通过家委会
出面，邀请专业的家政服务人员打
扫，团购价 3 小时 175 元，擦玻璃
窗另外加钱，家长们承担得起，而
且质量有保证。

一位教师的观点值得重视：如
果校长亲自带头做大扫除，最高的
窗户亲自爬上去擦，我们服气，谁也
没有怨气。现在倒好，老师带着学
生做，不但没表扬，还可能挨批，
因为质量不如钟点工做得好。请那
位校长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

让同学们自己动手打扫教室应
该提倡，但是在方法上也要与时俱
进，这与重视学生的劳动教育并没
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不必大惊小怪。

打扫教室该请钟点工代劳吗？

处理涉旅投诉举报 2000 余
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720
余 万 元 ， 创 建 涉 旅 “ 诚 信 经
营 放心消费”承诺企业（店）
123家……云南积极开展旅游购
物场所集中整治，严厉打击商
业贿赂等违法行为，全面规范
旅游购物场所，探索建立旅游
购物长效监管机制，进一步优
化旅游购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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