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有了劳动争议先找她｜三工视频·新360行
之劳动关系调解员》

劳动关系调解是基于工会的基本职责，在职工与企

业之间产生劳动争议时，为了避免矛盾扩大化，在走法律

程序之前给予的一种调解工作。滕绍菲是山东省青岛市

总工会的一名劳动关系调解员。

24小时待命，经常在晚上或者节假日接到求助电话，

会不会感到疲惫？滕绍菲笑着说，自己早就习惯了，很享

受这种帮助别人解决劳动争议的职业成就感。

（本报记者 杨明清 张嫱）

有了劳动争议先找她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劳动者权益小课堂丨返聘期间摔伤致残，
能认定工伤吗》

现如今，不少单位为了免去新员工培训带来的麻烦，

往往喜欢返聘经验丰富的退休人员。

如果退休返聘人员在工作中受伤，还能算工伤吗？一起

来看视频中的案例。 （本报记者 张伟杰 窦菲涛 李逸萌）

返聘期间摔伤致残，能认定工伤吗

冠军之路

9 月 19 日，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在天津闭幕，109 个

赛项的比赛结果揭晓，共有 393 名选手在比赛中获得了

金、银、铜牌。

他们是怎么夺魁的？《工人日报》记者第一时间采访

到了刚刚完赛的冠军们。跟随记者镜头，一起来听“夺冠

心声”。 （本报记者 史宏宇 曲欣悦 吴凡 李丹青 罗娟）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冠军之路》

洪水退去后，快递小哥有多忙？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团
结奋斗开新局 喜迎工会十八大 一线·劳动者风
采】快递小哥用皮艇解救被困群众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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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9 月，郭飞和蔡兴隆在位于河北涿州的京东快

递保定大石桥营业部，飞快地整理着新一批运单。洪水

退去的这些天，他们一直在忙碌，尽快将居民急需的快递

送到客户手中。

一个多月前，河北省涿州市区防汛形势严峻，郭飞、

蔡兴隆、高猛 3位快递小哥在营救被困同事的途中，成功

帮助 20多名受困群众转移。 （本报记者 郝赫 刘儒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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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治网络暴力就该多些“长牙齿”的制度规范
本报评论员 吴迪

生命面前，扬善与惩恶须并举

组织“水军”“打手”实施网络暴力？重

罚！恶意发起、组织网络暴力并推波助澜？

重罚！网络平台未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导

致网暴信息大量传播？重罚！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9月 25日联合发

布《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

意见》，明确网络暴力的罪名适用规则，明确

网络暴力违法行为的处理规则，明确惩治网

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政策原则等，对网络暴力

违法犯罪案件的法律适用和政策把握问题作

了全面、系统的规定。

“打击网络暴力的又一记重拳”，网友的

点评反映百姓的期盼。近年来，网络暴力大

范围滋生，扰乱网络秩序，破坏网络生态，一

些极端事件甚至造成当事人“社会性死亡”、

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影响社会公众安

全感，公众对网络暴力深恶痛绝。

从个人信息保护法，到两高《关于办理利

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部门不断强化打击网

络暴力。然而，我们仍面临诸多问题，比如，

如何界定某条言论属于网络暴力还是正常批

评？不同言论可能产生不同影响，什么样的

算违法？该以什么法律、罪名来规制？

尤其是在浩如烟海的网络跟帖中，对某

些涉嫌网络暴力的言论难以取证和固定证

据，使得打击行动陷于“法不责众”的困境，也

一定程度加剧了某些人不以为意的心理。同

时，网络暴力往往针对陌生人实施，受害人在

确认侵害人、收集证据等方面存在现实困难，

维权成本极高。上述因素都给有关方面惩治

网络暴力带来诸多挑战。

因此，出台专业、规范的惩治网络暴力违

法犯罪指导意见，显得十分必要且紧迫。浏

览上述指导意见，可谓条条基于现实痛点、

“弹无虚发”，厘清了以往治理中的不少困扰。

比如，针对网络暴力行为及后果各有不

同，指导意见着力规范法律适用，明确了在网

上造谣传谣，贬损他人人格，情节严重，符合

刑法有关规定的，以诽谤罪定罪处罚；借网络

暴力事件实施的恶意营销炒作行为，符合有

关规定的，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定罪处

罚。针对网络暴力受害人举证难、维权难，指

导意见着力畅通诉讼程序，明确了符合有关

规定的，依法提起公诉或自诉转公诉，减轻受

害人维权负担，彰显法治威严。针对一些网

络平台对惩治网络暴力的不尽责，指导意见

着力展示追责的震慑力，明确了人民检察院

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指导意见释放一个鲜明信号，即惩治网

络暴力违法犯罪的从严从重原则，对诸如针

对未成年人、残疾人实施的，组织“水军”“打

手”或者其他人员实施的，编造“涉性”话题侵

害他人人格尊严等五种情形，指导意见明确

重点打击恶意发起者与组织者、恶意推波助

澜者以及屡教不改者，意在着力扭转“法不责

众”的错误心理倾向。

相关制度规范为每一个参与网络世界的

人划出了更为清晰的行为边界。比如，指导

意见明确了网络暴力与合法行为的界限，“只

要不是故意捏造事实”不算诽谤违法犯罪，

“只要不是肆意谩骂、恶意诋毁”不算侮辱违

法犯罪等。可见，保护正常批评，打击刻意伤

害，是这份指导意见释放的另一个信号。如

何理性地参与网络生活、共建和谐清朗的网

络生态，值得我们更多人认真思考。

上述指导意见发布的当天，轰动一时的

寻亲男孩被网暴自杀案开庭审理，曾推波助

澜放大网络暴力危害的两名“大 V”被告当庭

认错，但这对受害者及其家庭而言，或许来得

太晚、太轻飘飘了。关注网络空间的正义，告

慰每一位遭受网络暴力的受害者，亦是对更

多人、更多网络平台的警示。

“ 柔 软 的 舌 头 ，可 以 挑 断 一 个 人 的 筋

骨”。向“法不责众”的心理倾向亮红牌，向导

致“雪崩”的每一片“雪花”追责，惩治网络暴

力就该多一些较真的、“长牙齿”的制度规范。

指导意见释放一个鲜明信号，
即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从严
从重原则，向“法不责众”的心理
倾向亮红牌，向导致“雪崩”的每
一片“雪花”追责。

刘兵

据多家媒体报道，近日，江苏省连云港市

一小区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 4岁女孩扒

在 4层楼房的窗口，有随时掉落的危险。关键

时刻，楼下 8名邻居紧急行动，用被褥合力将

女孩稳稳接住。小区居民称，当时现场邻居

注意力都高度集中在救人上，没有人看热闹

拍视频。此事是一周后业主群里有人说起才

引发讨论，并被媒体关注。目前，连云港市和

灌云县两级见义勇为基金会已对勇救坠楼女

孩的 8名邻居给予见义勇为奖励。

见义勇为是自发、自愿救助他人的高尚

行为。生活中，类似的事情总能让人们感到

邻里和谐、社会温暖。但也有一些与之形成

鲜明对比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乃至追责。

今年 6月，同样是在江苏，面对一名欲轻

生的男子，个别旁观者的选择大相径庭——

其嬉笑起哄道“不跳不是人”“怎么还不跳”，

最终男子跳楼身亡，起哄者因发表怂恿跳楼

等不当言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被当地警方

依法行政拘留。彼时，此事立即在网络上激

起公愤，人们的共识是：轻生者应是被同情救

助的对象，施救虽不是旁观者的义务，但旁观

者也不应以言语刺激、嘲讽试图轻生者，这是

文明社会的道德底线，也是每个人不可或缺

的悲悯之心。

起哄滋事、怂恿轻生的行为不仅应受到

谴责，还可能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有法律界

人士表示，虽然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仍无法判

定起哄寻乐、怂恿他人轻生者的言行与轻生

者轻生行为之间存在必然因果关系，对其难

以进行刑事处罚，但在一定条件下，起哄者需

承担一定的行政和民事责任，相关法律有待

进一步完善。

在尊重和保护见义勇为、善行善意方面，

近年来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如民法典新

增见义勇为免责条款，明确因保护他人民事权

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

任，同时规定了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的情况；

对于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

害的，明确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些地方

提升了对见义勇为行为的奖励标准，上调表彰

见义勇为奖金基数起点且上不封顶。

奖励见义勇为，有助于弘扬社会正义感，

培育助人和向善的社会风气，而惩治火上浇

油者则能起到警示震慑作用，倒逼公众提升

法治意识，抑制、远离人性之恶。扬善的同

时，不能轻易放纵恶行，惩恶和扬善并举，才

能树立正确价值导向，让社会更和谐、美好。

“ 挤 ”

图 说G警惕陷入
小恩小惠式贪腐泥淖

据 9 月 24 日红星新闻报道，近日，“微信占用了我
100 多 G 的内存”的话题登上热搜，单日阅读量破 4.7
亿。有网友表示，自己一部 512G 的手机，微信就占了
107G的存储空间。这已不是微信第一次因储存空间问
题登上热搜。

微信变“巨信”，是手机APP“体积”过大的一个缩影，
此前不少影音、社交类 APP，同样被用户吐槽狂吃内存。
APP过多挤占手机内存，有手机自身配置较低，与高版本
APP“打架”的因素，也有用户未及时清理的原因，更多时
候则缘于一些 APP“跑马圈用户”的设计思路，恨不得在
自家APP上附加所有功能，比如音乐类APP可看视频、社
交类 APP可以打车等。兼容发展无可厚非，“集大成”的
APP也可能更方便用户操作，但这当中还是有一个度的
问题，要防止过犹不及，要多听听用户的真实诉求。换个
角度看，微信里还承载、记录着不少人生活、工作的诸多
事宜和画面，要给其“减负”还真不容易。

赵春青/图 弓长/文

刘旭

捧着 4岁儿子的基因天赋检测报告书，
我的采访对象王明浩突然感慨，“你看现在的
小孩多幸福，如果在我小时候，父母也能‘因
材施教’培养我，或许我现在就不会这么平
庸，没准也能成为专家学者了。”一句无心的
话却道出了真心，检测机构宣称的“预见孩子
的天赋发展潜能，因材施教”,戳中的正是不
少家长望子成龙的心。

在一场由某英语学习班举办的“破译人
类皮纹密码，发挥先天优势潜能”讲座现场，

我随机问了12位家长，其中三分之二都表示
想给孩子测一测，很多家长即使并不相信但
仍要尝试，有家长坦言：“就算不准确，起码能
缩小下范围。眼下又没有更好、更科学的培
养方案，只能选择相信。”

基因天赋检测——看起来就很假，但一
些家长宁信其有，何以如此？

一方面，是家长们容易被教育焦虑所裹
挟。时下，不少家长忙着给孩子报各类兴趣
班以发掘孩子的兴趣和优势；寒暑假带孩子
奔波在各路景点游学研学、开阔眼界；用唾
液、皮纹测天赋基因试图“读懂生命的密
码”……花重金把孩子委托给商业机构，很多
时候是家长“花钱买心安”，是一种“我为孩子
的教育尽力了”的自我安慰，这一定程度上可
以缓解家长的焦虑情绪。

另一方面，是商业机构趁火打劫搞起“玄

学”，推出一些神秘的噱头引家长上钩。家长
交给检测机构几千块钱，由他们出具“天赋报
告”，家长照方培养，不管孩子能否成才，检测
机构都可稳赚，就算家长觉得不靠谱也很难
维权索赔。有天赋不一定能成才，这本身就
是一件“进可攻退可守”的事情。

毫无疑问，孩子的成长成才是基因和环
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就算基因能检测出孩子
在运动、美术、音乐等某一方面具有天赋，也
需要后天正确的引导与培养，以及孩子个人
的兴趣与努力。从古至今，多少杰出人物、业
内精英，都是在实践中不断尝试、探索才找到
了个人的兴趣爱好，并在此基础上努力深耕，
成就了一番事业。不放手让孩子去体察丰富
多彩的现实生活，并在实践中发现和培养兴
趣，而是寄望于基因检测之类，这不是走捷径
而是走歧路，甚至是在假装努力育儿。到头

来，孩子真正的兴趣爱好可能被忽视和压制，
其成长成才也可能走了弯路甚至南辕北辙。

近年来，一些商家深信“孩子的钱最好
赚”，从儿童酱油、儿童漆，到基因检测天赋、
量子波动速读，多是利用家长的爱子心切和
教育焦虑在一些寻常普通的商品上堆噱头、
炒概念，甚至堂而皇之地以伪科学忽悠、糊弄
家长，搞出不少的荒唐事。类似的乱象、怪
象，该消停了。

好的教育，不是贩卖焦虑，而是给予希
望。教育不是与别人家孩子的简单盲目比
较，而是鼓励孩子遵从内心、超越自我、不断
成长，与更优秀的自己相遇。家长应该明白，
孩子成长是循序渐进的过程，要了解孩子的
真正所需，允许孩子按自己的节奏成长，而非
把自身的焦虑投射到孩子身上；对社会而言，
儿童友好应是优先考虑的事情，做与孩子有
关的事情、生意，更得多一些良心和底线。

哲人说：“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需考察
三件事”，其中第一点就是“看他们怎样待小
孩子”。少折腾、多陪伴，适时对孩子放手、为
孩子“松绑”，让其自由、健康、快乐地成长，应
是每个成年人努力的方向。

基因检测天赋，“家长的钱最好骗”何时休？

张伟莹

中秋、国庆将至，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曝

光部分“节日病”案例，警示党员干部——

节日也是需要绷紧弦的关键节点，别让每

逢佳节倍思亲变成每逢佳节倍思“金”。

其中，四川省古蔺县官员周某的收礼行

为，每逢年节无一落下，在被开除党籍和

公职后，他忏悔：“我在别人拜年拜节的小

恩小惠中慢慢迷失了自我。”

从近年查处的腐败案件中，其实不难

发现类似的规律，即不少违纪犯罪的党员

干部，其沦落都始于一些小恩小惠的事

情，然后逐渐走上了权力寻租的“不归

路”。去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的一

个案件显示，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林业局

某些党员干部的贪腐之路竟始于一顿早

餐——当地某企业老板为拉关系，在区林

业局附近专门租了一套房，隔三岔五请林

业局干部吃早餐，逢年过节还送各种礼品

联络感情。后来，该区纪委监委从严查处

了一批涉林木领域的腐败案件，全区林业

系统 78名党员干部涉案，除违规收受礼

金礼品、接受宴请等外，他们还将林业资

格证书出借给有关企业违规挂证取酬、违

规从事苗木经营或帮他人倒卖苗木。

吃一顿别人请的早餐可能不是违

规，但吃的次数多了便可能“吃人嘴软”，

加之逢年过节收受各种礼品的“拿人手

短”，最后难免会在请客送礼者提出要求

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违规运用

手中的权力，帮其牟取利益，从而发展成

“蝇贪”“蚁腐”。

苍蝇虽小，危害不小；“蝇贪”成群，其

害如“虎”。收取小恩小惠，进行小贪小占，

不仅会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可能导

致相关领域的治理和运行失序，乃至损害

群众的切身利益，这些危害不容小觑。

战国时期，鲁国国相公仪休很爱吃

鱼，很多人就来给他送鱼，但他坚决不

收。他说：“正因为我特别爱吃鱼，才不

能收别人送的鱼。如果收了，就有可能

做出枉法的事，并被免去职务，那以后就

不能吃鱼了……”

“拒腐防变要从点滴做起”，时下，处

在物质更丰富、诱惑更多元的社会中的

党员干部，更应“不以恶小而为之”，时刻

紧绷廉洁自律这根弦，防止“千里之堤溃

于蚁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