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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小妹：带薪假为何有假难休？》

2023年已过半，您的带薪年假休了吗？

北京西城区法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2020 年

期间，该法院受理的涉劳动者带薪休假纠纷案件，占劳动

争议纠纷案件比例分别为 4%、9%、11%，呈逐年递增趋

势。那么，该如何将带薪年假落到实处？戳视频，看看工

小妹怎么说。 （本报记者 贺少成 付子晴 史宏宇）

带薪假为何有假难休？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开端｜红色信物百年传——老物件里的工
运故事②》

1949 年 3 月，毛泽东同志应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

书长许之桢的请求，写下两排“中华全国总工会”字样供

选用。七个大字选定后，全总派专人到沈阳机械厂制作

成一块重达 1 吨的镀铬铸铁匾额，并赶在 1949 年“五一”

国际劳动节前夕，悬挂到当时的全总机关大楼上。

如今，位于北京市西长安街南侧的中华全国总工会

机关大楼正门上方，红底金字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匾额，

在绿树掩映下熠熠生辉。

（本报记者 郑莉 赵亮 朱欣 曹玥 张冠一 刘儒雅）

红色信物百年传②开端

走进服贸会 解密元宇宙

9月 2日至 6日，2023年服贸会在国家会议中心和首

钢园区举办，主题是“开放引领发展，合作共赢未来”。今

年服贸会上，首钢园将增加一高炉 SoReal元宇宙乐园作

为创新服务特色展示体验区，为观众带来元宇宙沉浸式

科幻互动体验，体现首钢园科幻产业集聚区的最新成果。

想了解元宇宙乐园内部的陈列布置吗？《工人日报》

记者带您到现场一探究竟！

（本报记者 王宇 陈子蕴 吴凡 茹晓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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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后”：我在山间做民宿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00后”：我在山间做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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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整理：刘儒雅

没就业就干脆创业！今年刚从北京语言大学毕业的

刘慧敏，正在策划即将到来的板栗季民宿活动。作为北

京怀柔四渡河村里的“00后”民宿运营师，她帮村民运营

推广民宿，带动村里增收。投身民宿行业创业就业，正在

成为刘慧敏等“00后”年轻人的职业新选择。

（本报记者 车辉 张冠一 王羡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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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百姓享有更高效便利的社保经办服务
本报评论员 郭振纲

院士并非万能权威应成共识

社会保险经办服务是社会保险体系的

“最后一公里”，在服务人民群众、落实民生

政策、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据 9 月 5 日《人民日报》

报道，《社会保险经办条例》近日正式公布，

将于 2023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该条例立足

于规范经办、优化服务、保障安全、维护权

益、促进公平，提出“五个明确”，着力健全

社保经办服务体系，提升服务水平，提高服

务效能，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加高效便利的

公共服务。

经多年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

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目前，基本养老保

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参保人

员分别达到 10.57 亿人、2.4 亿人、2.94 亿人和

2.46 亿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左右，各项社保基金累计结余超过 12.5 万亿

元，实现了省、市、县、乡镇（街道）、村（社

区）的全覆盖。社会保障事业的稳健发展，

有效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与此同时，社保经办服务也存在一些与

百姓期待不相适应的情形。比如，证明材料

偏多，转移接续不畅，经办时限不明确，一些

经办机构对高龄、身体条件差的参保人员的

硬性要求给参保人及家属带来不便，人性

化、个性化服务不足；打破信息壁垒、推进信

息共享步子迈得不够大，数字鸿沟在一些区

域依然存在；一些经办机构落实让数据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的要求不到位；社会保险基

金“跑冒滴漏”现象时有发生，骗保案件屡禁

不止，一些地方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性受到

威胁等。

社保经办服务存在的上述问题，与社保

经办制度的法治化、规范化、便捷化建设滞后

有关。作为社保经办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

上述条例提出的“五个明确”有针对性地填补

了相关制度漏洞，努力打造与数字时代相适

应的社保服务新体系。

比如，明确适用范围，将社会保险的五个

险种都纳入条例适用范围，确保经办服务的

统一性；明确经办机构职责，让经办机构及人

员办事有边界、服务有底线，提升了经办服务

的规范性；明确便民利民要求，加大无障碍服

务力度，限制随意性，提升便捷性；明确监督

管理举措，通过服务协议将相关机构的权利

义务、责任规定得更为明晰，让暗箱操作、推

卸责任失去腾挪空间；明确法律责任，整治骗

取、隐匿、转移、侵占、挪用社保基金或者违规

投资运营等行为，着力守好人民群众看病、养

老的钱袋子。

顺应时代发展、回应百姓期待，上述条

例在精细化管理方面也提出了新标准，让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成为可见、可感的

即期行动。在入口环节，用人单位办理企

业登记时要同步办理社保登记，通过信息比

对、自助认证等方式核验参保人员资格；在

审查环节，压减不必要的证明材料，取消无

法定依据的证明材料，通过授权代办、上门

服务等方式为特殊人群提供便利，确保群众

少跑腿；在核验环节，运用数字技术，人社、

公安、民政、卫生健康、医保等部门开展业

务协作，推动信息共享，开展信息比对，实

现无形认证、自助认证，启用“同城通办”

“网上办”“掌上办”等便捷方式，让数据多

跑路。

伴随社会保险制度全覆盖的推进，社保

经办服务将影响很多人的日常生活，让数据

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成为“标配”，是时代的

要求、公众的期盼。期待有关部门本着“以

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不断完善相关机

制，确保让百姓享有更加高效便利的社保经

办服务。

作为社保经办领域的首部行
政法规，条例提出的“五个明确”
有针对性地填补了相关制度漏
洞，努力打造与数字时代相适应
的社保服务新体系。让数据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成为“标配”，是时
代的要求、公众的期盼。

冯海宁

据 9 月 5 日新华社报道，近日，中国科学

院网站公布了经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审议

通过、中国科学院党组批准实施的新版《中国

科学院院士行为规范（试行）》，其中规定：禁

止院士公开发表与自身专业领域无关的学术

意见。

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

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受专业、时间、精力、

环境等因素影响，学术人员基本会在各自专

业领域内发展。毫无疑问，院士是其所在专

业领域的权威人物，无论在专业领域内发表

学术意见，还是参与相关的评审、评价、推荐

等活动，都具有重要的话语权。不过，一旦超

出专业领域，院士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话语

权就不好研判了。

然而现实中，在某些跨领域、跨学科的活

动中，还是可以看到院士的身影。社会上某

些人员或机构为了利用院士的光环达到某种

目的，常常想方设法邀请院士参与一些活动，

甚至拉院士为商业活动站台。在此背景下，

上述规范做出的禁止性规定，就显得很有必

要和针对性了。

比如，上述规范新增的“禁止行为”明确，

禁止公开发表与自身专业领域无关的学术意

见，禁止参加与本人职务职责和专业领域无

关的咨询、评审、评价、评估、推荐等活动。这

不仅是对院士行为进行合理化约束，也是在

提醒一些社会机构和单位，不要打院士的“歪

主意”，邀请其参与和专业无关的活动。

要指出的是，禁止院士参加与本人职务

职责和专业领域无关的活动，并非禁止其参

与非专业的一切活动，而是要求其在参与其

他活动时恪守“专业”原则，即只能发表与自

身专业有关的学术观点，不宜发布跨越专业

的学术观点。这种禁令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

号，即院士只是其专业领域的学术权威，而不

是跨领域、跨学科的“万能权威”。社会各界

要认识到，院士的头衔并不是可以随便利用

的工具。这种禁令其实也是在维护院士称号

的学术性、纯粹性，同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

止院士在非专业领域发表意见或言论进而形

成某种误导。

上述规范虽然只适用于中国科学院院

士，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通过其内在精神去审

视和反思当下的一些共性问题。比如，近年

来，部分专家被网友冠以“砖家”称号，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专家不专”，即所谓专家观点脱

离其专业领域，不接地气甚至闹出笑话，有的

还可能为资本站台。所以，公众更期待的是，

各领域的专业权威人士能够以上述要求为契

机，爱惜自己的羽毛，约束自己的言行。

玩 笑 ？

图 说G“小挣青年”的努力
值得珍视和善待

据9月 5日《人民法院报》报道，近日，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因在微信群发表情包“开玩笑”而引
发的名誉权纠纷案——被告未经原告同意，将原告照片
做成表情包发到多个微信群并拒绝撤帖，法院判决其删
除表情包并向原告作书面道歉。

在网络社交中，表情包受到不少人喜爱，而真人肖像
类表情包似乎更能传情达意，也更幽默、好玩。不过，拿
自己的形象制作类似表情包并传播、使用没有问题，涉及
他人则是有规矩、有底线的，不能随意制作，不能丑化、扭
曲或者侮辱他人等等，否则极有可能构成侵权。前些年，
有明星就曾因网络上充斥着自己的肖像表情包而拿起法
律武器维权，最终胜诉。所以，上述案例也是前车之鉴，互
联网时代，个人的肖像权、名誉权等极其“易碎”，那些在网
络上随意复制粘贴他人照片的人，真该醒醒了——表情
包真不是想做就能做，想用就能随意用的。

赵春青/图 韫超/文

罗筱晓

近日，两条与猫有关的新闻冲上热搜。

9月 1日，四川成都一所学校的开学典礼

上，一只名叫“小幸运”的猫被破格“录取”为

“新同学”。学校为它安排了学号、班级，还准

备了定制校服，可谓仪式感满满。“小幸运”是

4 个多月前跟随该校的几个学生进入校园

的，当时它受伤严重。接到学生的求助请求

后，学校老师把“小幸运”送进了动物医院，一

些家长还主动捐款用于治疗。如今，“小幸

运”恢复了健康。经过与学生及家长商讨，学

校决定给它一个永久的家。这一结果，不仅

把学生们高兴坏了，围观网友也纷纷点赞。

9 月 2 日，河南南阳某学院发布通报称，

该校学生李某某存在虐猫行为，在网上发布

虐猫视频并发表不当言论。学校依据《普通

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该校学生违纪处

分规定，给予该生开除学籍处分。

相比起来，两条新闻给人的感觉反差很

大，令人深思。

近年来，常有小动物成为新闻主角。比

如，在武汉大学，曾有一只叫“珞珞”的狐狸，不

仅受到师生的喜欢，而且担任过学校招生的

“代言狐”，还现身过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在全网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河南淅川县，一

只流浪狗“碰瓷”特警队大院，先是有了自己

的名字“巴万”，后来竟经训练通过考核成为

一只真正的警犬——在网络上，“巴万逆袭获

得编制”的故事让不少网友成了它的粉丝。

此外，迷路猫头鹰赖在派出所不走、看守所投

喂的狐狸胖成“板凳”等新闻更是不时出现。

从网友的评论看，人们乐见这样的“暖

闻”。一方面，“小幸运”“巴万”等小动物“化

悲剧为喜剧”的经历本就让人高兴；另一方

面，在人们为它们提供食物、住处乃至医疗救

治时，这些小家伙其实也在精神上给予了人

类一些养分和力量。比如，对小学生来说，见

证并参与救助小动物的过程，无疑是一次生

动的成长教育和生命教育。

人不是生来就懂得是非善恶的。当一个

孩子出于调皮的本性踢了小猫小狗一脚，如果

没有人指出错误，那么下一次他可能会踢得更

用力。同理，当重伤的“小幸运”出现时，老师、

家长没有任其自生自灭，而是积极出钱、出人、

出力，这是对生命的尊重和珍惜，也能够让孩

子们体会到，要尊重每一个生命，对生命负责

需要足够的能力与付出。某种角度上说，“小

幸运”享受的高规格待遇，既是对孩子们童心

善意的呵护，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未来对

待比自己弱小的人或物的态度和方式。

作为旁观者，网友为“小幸运”有多么开

心，大概就对虐猫的李某某有多么愤怒。随

着时代发展和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

到善待动物、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

可以说，一次实际的救助行为，胜过无数次关

于爱与善良的口头教育。从这个层面讲，一

只小猫或小狗的生命所代表的，远非它们个

体的命运那么简单。如何对待小猫小狗、一

花一木，根本上体现的是一个人、一个社会的

文明程度与素养。

人之所以是高等生物，除了智力优于其

他物种外，还在于其在数千年文明历程中约

定了道德法则、涵养了善念人性。近年来，虐

待动物的事情不时发生，虽然原因是复杂的、

多样的，但无论如何，相关行为不应被姑息、

放纵。人们常说，可以不爱，但请别伤害。我

们真心希望诸如“小幸运”和“巴万”的故事多

多发生，而“李某某们”越来越少。“动物是人

类的好朋友”，这应该成为现实、成为常态。

命运迥异的两只猫带给我们的思考

杨朝清

近期，“小挣青年”成了社交网络的

热门话题。今年早些时候，一部讲述普

通达人生活和创业故事的短片《小挣青

年》很受关注。“小挣青年”指的是每天都

有收益、能小挣一笔，不追求“快挣钱、挣

大钱”状态的人，他们能按照自己的节奏

慢慢积攒，一步步实现自我、挣得未来。

（见 9月 5日《中国青年报》）

近年来，“空巢青年”“小镇青年”“小

挣青年”等标签化群体备受关注，每一个

群体都有其生存状态和一些集体心态。

以“小挣青年”为例，在充满竞争和焦虑情

绪的同龄人中，他们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

并可以实现自我价值的渠道，也找到了自

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解剖这只“麻雀”有

助于我们在多元发展的社会中理性看待

那些不同的人和他们的奋斗路径。

相比“小挣青年”的一步一个脚印，

当下有一些年轻人可能缺乏清醒的自我

认知，对现实世界的多样与复杂了解不

足，有的甚至陷入“快挣钱、挣大钱”的幻

想——当丰满的想象遭遇骨感的现实，

又难免在失败与挫折面前气馁沉沦，甚

至剑走偏锋、误入歧途。

“小挣青年”是奋斗过程中的起步爬

坡阶段，也是积累财富和社会阅历的重要

阶段。不浮躁、不焦虑，给自己一个宽松

的成长周期，在平凡的世界里脚踏实地，

愿意一步一个脚印去实现突破、稳中求

进，某种角度上是十分重要的“心理素质”。

事实上，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也是塑

造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过程。不论社

会如何变迁，成功的关键词依然是矢志

不渝、持之以恒。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

让大多数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生活得

更好，如此，整个社会将更有生机，更多

人的希望之灯才会被点燃。所以，热爱

生活、努力工作的“小挣青年”应该得到

更多的“温柔相待”。

城市更友好，青年更有为。向上进

取、笃定从容的“小挣青年”，呼唤更多

“青年友好城市”。不论是在创新创业上

给予制度补血，还是让青年人居住得更

有品质和保障，抑或让青年人感受到人

情味——“小挣青年”与城市相向而行、

双向奔赴后，自然会互相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