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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评谭
来稿请寄：lywbpl@163.com 一经采用，即奉薄酬

上调最低工资
重在落实

龙门 站ee
应急安全知识，你当回事儿了吗

■微论撷英

看晚报，从7月1日起，我
省全面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我
市市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将由目
前的每月 1240 元上调至 1400
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令人憧
憬，其背后所传递的是实实在
在的人文关怀，尤其对处于低
端岗位的劳动者来说，能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物价上涨带来的
生活压力。

不过，最低工资标准调整
后，既要防范标准被人为注水，
也要防止执行中将劳动者权益
打折扣。就最低工资而言，并
不包含加班工资、特殊津贴、其
他福利待遇等。我们必须看
到，眼下有些用工单位习惯“上
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执行最
低工资标准上，既有采用加大
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来“抵
冲”工资上调的，也有将包吃包
住及各种补贴当作工资合并计
算的，还有以计件制、服务外包
等来打擦边球的。如此一来，
表面上似乎符合最低工资标
准，在挤掉水分后，实际报酬却

并未有效增加甚至不增反降。
而对不少职工来讲，一是

劳动法律法规意识薄弱，二是
形成了付薪标准由用工单位说
了算的固定思维，缺乏维权和
抗争意识，尤其在就业形势并
不算好的情况下，要想保住来
之不易的饭碗并非易事，又会
有几个人敢为自己争取合理的
工资、权利去冒险呢？

对职工来讲，最关心的莫
过于到手的工资能涨多少，而
建立与物价上涨、生活质量上
升相匹配的工资制度才是最令
人期望的。这既需要用工单位
人文关怀的责任回归，更需要
把劳动者权益真正保障到位。
当务之急，一方面要完善工资
制度，通过规范劳资双方工资
协商、劳动合同签订，真正将薪
酬权握在职工手中；另一方面
要完善维权常态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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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
把职工的工资权益、合理利益
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

□徐剑锋

职工最关心的莫过于
到手的“裸工资”能涨多少。

我市城市防汛组专门
编制有一套《行人车辆安全
度 汛 守 则》，有 多 少 人 知
道？众网友看完晚报报道，
展开了一场关于应急安全
知识的讨论。

这些知识关键时刻能救
命，但大家的掌握情况不乐
观。@_千山寒_承认自己只
知道一些最基本的应急安全
知识，其他一概不知。@张
栩翔显得更不好意思：想了
半天就想起来一句“打雷的
时候不能站在树下”。

多数学校并不重视应急
安全知识教育吗？在@大兔
纸想要腹肌看来，这不奇怪：
教这些东西又不能提高成
绩，老师们才懒得下功夫。
@lvming36 表示赞同：应急
安全知识也被“应试化”，学

生们做做“安全题”了事。@
不会玩圣骑士却说：学校也
有苦衷，老师们没有接受过
专业的培训，他们也只能照
本宣科了。

极端天气咋自保？遇到
意外情况咋处理？这些话题
真的不是儿戏。@一页西国
发言：不同的应急知识应由
相对应的单位专门负责发
布，减少“大锅烩”式的宣传，
保证应急安全知识的权威
性。@白小宁你好可爱补充
说：在“走进校园”和“走进社
区”的活动中，避免形式化说
教，最好能进行互动和演
练。@猫的嫁衣提醒：校园
应急知识演练也不能游戏
化，应当让学生有深刻的认
识，否则会适得其反。

宣传教育的方式和手段

也很重要。@河洛王鹏建议
把应急安全知识编成浅显
易懂的顺口溜：让大家熟知
才是王道！@starloveleaf21
认为除了依靠广播、报纸，
还可以来点儿新鲜的：通
过卡通动画的形式做成公
益 小 短 片 在 互 联 网 上 播
出。@Missteemo呼吁：关键
是宣传要常态化，覆盖面要
更广。

道理讲得再多，就怕被
当成耳旁风！@我把靑春献
给你举例说明：北方雨少，人
们对强对流天气本身就不重
视。@夏之辉豆感慨道：对
各类灾害的危险性认识不足
啊！@爱斯基摩人的眼泪很
担忧：都是侥幸心理作怪，灾
祸面前，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脆弱。 （邓京跃 王斌）

生气难免……央视完全
没有打招呼，不相信我们，也
该相信省委省政府。

——在回应网友关于东
莞此前的涉黄风暴提问时，东
莞市委书记徐建华这样表示

在学院里流传着一种说

法：招考季，就是“丰收的季
节”到了。少的收个几十万，
多的百余万。

——已经退休5年的中
国音乐学院研究生处原办公
室主任刘小平

幼儿参加奥数培训、家长

凌晨排队报名、每天补习近7
个小时……

——暑期过半，记者走访
北京、上海等城市发现，奥数
补习如火如荼，十多年来相关
部门和地方三令五申“禁奥”，
却越禁越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