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
道《劳动者权益小课堂 ｜ 节后返工，法官
教你如何识别“老赖”雇主》

春节后，很多人踏上返工的路途。工作辛苦不可怕，

最怕的就是辛苦工作，工资却被一些老板以各种理由拖

欠，或者某些老板甚至直接跑路……老板真的能一跑了

之吗？什么叫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担心遇到“老赖”

雇主，劳动者应该如何防备？一起来听法官的解答。

（本报记者 周倩）

节后返工如何识别“老赖”雇主？

男童上女厕所，到底如何破解？

生活中，常常会有女性监护人单独带男孩子出门的情

况。这种情形下，未成年人上厕所就成了一道难题——让

孩子单独上男厕所，家长显然会担心，孩子也未必能独立

完成；带着孩子一起上女厕所，稍大点的男孩又会令其他

如厕女性不适。低龄男童上厕所的问题该如何破解？听

听工小妹怎么说。 （本报记者 贺少成 王宇 史宏宇）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工小妹：男童上女厕所，到底如何破解？》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职业总动员⑤ | 跟着地质勘探队进山》

地质勘探，所到之处基本上都人迹罕至，他们在野外

的工作情况也是鲜为人知。本期《职业总动员》，记者跟

随北京地质勘探队，深入京郊的崇山峻岭中体验了一把

野外工作。 （本报记者 乔然 白至洁 史宏宇）

乡村建设的“正规军”来了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乡村建设的“正规军”来了 | 三工视频•新
360行之乡村建设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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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地质勘探队进山

乡村建设工匠，就是在农村进行房屋、公共基础设

施、人居环境整治等小型工程修建、改造的人。袁学锋

是一名砌筑工，最近参加了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的乡村

建设工匠培训，系统学习了农房建设施工的知识、技

能。通过考核后，他将入选“湖南省乡村住房规划建设

管理平台”工匠名录。以后村民建房时，就可直接找乡

村建设工匠。 （本报记者 王鑫 方大丰）

评论·融媒 2023年 2月 9日 星期四 5责任编辑：吴迪 窦菲涛

E－mail:grrbplb@sina.comE－mail:grrbplb@sina.com

一张怀念父亲的照片何以引发“大型谢师现场”

据 2 月 6 日《工人日报》报道，正值春招

时间，记者在多个招聘平台上看到，一些企

业将 30 岁作为招聘年龄上限，将一些求职

者挡在这一“年龄门槛”之外。有专家表示，

在人口红利趋减、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对

招聘设置“年龄门槛”不利于人力资源的合

理开发和充分利用，也损害劳动者的平等就

业权。

在招聘中对求职者设置年龄限制是用人

单位的自主权，一些特殊行业企业出于职业

或岗位的特殊要求，可以设置特定的招聘年

龄条件。但一些并无特殊性要求的行业企

业、通用岗位甚至需要经验和技术积累的岗

位，也一窝蜂地加入就业年龄限制的行列，显

然超出了合理和必要范畴。

不少企业在录用员工时设置的种种门

槛，明显带有利益考量的“小九九”。比如，

年轻人投入职场的时间和精力更充裕；减

少录用女性员工可以免除其因养育子女给

企业用工带来的困扰，进而减少管理成本；

偏爱“985”“211”高校毕业生的多是因为其

知识储备比较全面，能尽快适应岗位要求，

降低企业培训成本等。一些企业甚至在员

工入职后对员工提出额外要求，更有着企

业利益最大化的盘算，比如，要求员工无条

件加班和服从岗位调动，在入职后若干年

内不考虑生育等。这些单方面的限制让劳

动关系的平等性、公平性受到不同程度的

减损。

类似这些不科学、不合理的就业限制在

企业用工自主权的名号下，在一些领域、一些

地方大行其道，加剧了一些劳动者的求职焦

虑，逾越了法律红线和道德底线，给有序的就

业市场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一定程度上成

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拦路虎”，必须加以

约束和规范。

企业用工自主权的行使不是没有边界

的，“法无禁止即可为”不等于用人单位可以

乱作为。就业限制的设定要符合法律政策的

规定，契合社会道德规范。如果超越了法律

政策规定的红线，逾越了社会道德的底线，企

业的用人自主权就会异化为违法用工的借

口，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之前，一些企业在招聘中明显存在性别

歧视，在被法院定性为违法行为后，付出了高

昂代价。随着妇女权益保护法的实施，越来

越多的人明白，以性别为由涉嫌就业歧视将

面临行政处罚和司法制裁。在法律政策的约

束下，过往招聘过程中不时出现的性别歧视

现象得到了较好治理。这样的治理成效给了

我们破解类似问题的信心。

给不合法、不合理的就业限制画出红线

和底线，有赖于法治的完善和监管的到位。

只有通过不断细化相关法律中平等就业权的

内容，明确企业自主权的边界和对员工权益

保护的刚性要求，加大执法力度，不断推进和

谐劳动关系的创建，提升用人单位履行社会

责任的主动性，同时将企业享受优惠政策等

与用工的合法性、合理性结合起来，综合施

治，让企业的用工行为回到合法、合理、适度

的轨道。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在招工难和“用工

荒”交织、就业结构性问题不少的现实背景

下，一些企业在用工方面随意设置门槛，已经

不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小事，而是关

系劳动者权益保障、相关行业健康发展以及

经济社会有序运转的大事。治理劳动关系领

域的类似问题，应从既保障用人单位自主权

又保障劳动者就业权的立场出发，努力找到

劳动关系双方共赢的路径。

给不合法不合理的就业限制画出红线和底线
本报评论员 郭振纲

就业限制的设定要符合法律政
策的规定，契合社会道德规范。治理
劳动关系领域的类似问题，应从既保
障用人单位自主权又保障劳动者就
业权的立场出发，努力找到劳动关系
双方共赢的路径。

5000元惩罚性赔偿金用于普法所释放的信号

被多家媒体曝光过问题，不在教育部公布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中，比赛主办方
的法定代表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据《新京报》报道，被指山寨的“叶圣陶杯”华
人青少年作文大赛6年举办了34届，近期依然持续举办，引发舆论关注。

一面是因虚构赛事届数、构成不正当竞争等被曝光、处罚，一面是教育部门多次
明确所有竞赛结果均不得作为中小学生招生入学依据，双重夹击之下，相关赛事组织
者宁可挨罚，也不丢掉“肥肉”，其间的利益可想而知。一个巴掌拍不响，“黑竞赛”一
路狂飙、家长们“执迷不悟”背后，有着复杂的现实因素。要想根治，不仅要对相关赛
事组织行为严打重罚，更要进一步遏制一些学校的违规招生、办学，最大程度压缩掐
尖招生的操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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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光

据 2 月 7 日央视新闻报道，近日，在贵

州 安 顺 ，一 位 女 孩 因 怀 念 已 故 的 教 师 父

亲，晒出了自己儿时与父亲的合照。没想

到，这张照片激起越来越多的回复，回复

者的 IP 地址遍布全国，他们都是女孩已故

父亲韦明俊老师的学生。很多网友感慨：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评论区”“真正的桃李

满天下”。

这些跟帖回复者有名校的毕业生、保

家卫国的军人，还有曾经的留守儿童、“差点

儿走歪路”的孩子。当这些脾气性格迥异、

人生道路不同的学生异口同声地怀念韦老

师时，我们看到了“有教无类”的善因善果。

“有教无类”，这样的教育不掐尖、不以

分数论英雄，而是有温度、有远见、为人的一

生奠基，是让不能成为“好学生”的人也能拥

有“好人生”的教育。

还有很多人在跟帖中写下了他们感念

的老师的故事，这些老师几乎都是寂寂无

名，但这一点儿不影响学生们“轰轰烈烈”的

表白。

在这样一个普通的日子里，这么多人如

此感谢自己的恩师，这一方面体现了老师对

学生影响之大、之深、之远，另一方面让人们

看到了老师这个职业在公众心中的地位。

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留言、老师们的故

事，拼接在一起，呈现出的其实是人们传承

千年的尊师重教情怀。这种情怀也让更多

从教者以及有志于此的人明白，自己将来该

如何作为。

教育部公布的数字显示，全国教师资格

考试报名人数由 2012 年的 17.2 万人次，跃升

至 2022 年的 1144.2 万人次，10 年间翻了 66

倍。人们热衷当老师的理由可能不同，但

都应担得起这如潮好评背后的社会期待

和托付。

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是，几乎没

有哪个网友在留言中怀念老师教了什么

知识，反而都是感佩老师们在知识之外的

品 行 。 或 许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 、工 作 的 侧

重，很多学过的知识都被人们“尘封”了，

但老师们的言传身教，往往会刻进人们心

底，建构起人们的认知，甚至成为人生的

航标。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在漫长的教书

生涯中，帮助一批批学生平稳地跨过一个

个特殊的年龄阶段，帮助孩子们构建起正

确的三观、塑造灵魂，是教师这个职业最

伟大、动人之处。我们感恩老师，更要思

考如何与老师一起，帮助当下的孩子丰满

自己的人生，这也许正是诸多“韦老师”们

的共同心愿。

卢越

据 2月 3日澎湃新闻网报道，日前，全国

首例非法投放外来物种民事公益诉讼案在

江苏宣判——徐某从刘某处买来 2.5 万斤

外来物种革胡子鲇鱼，非法投放到当地的

长荡湖中。相关部门耗时 10 天打捞，仍有

近 5000斤未能被打捞上岸。两名被告被判

承担因非法放生对当地造成的生态资源损

失等各类费用 5.8 万元。其中，连带承担惩

罚性赔偿 5000 元，用于生态环境修复和生态

环境保护法治宣传。

我国民间放生传统由来已久，但盲目放生

可能会结出恶果。比如，导致外来物种入侵，

造成经济损失、公共卫生损害以及破坏生物多

样性等。

防治外来物种入侵，法律的态度非常鲜

明。野生动物保护法、生物安全法以及刑法修

正案（十一）都明确，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引进、释

放、丢弃外来物种；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

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依法承担

法律责任。此外，我国对物种选择、区域分布也

有着明确规定，要求落实增殖放流申报审查制

度。可见，稍有不慎，放生就可能成为违法行为。

然而现实中，有些公众不知晓投放的是外

来物种，更不清楚其危害，不了解法律的相关

规定及可能承担的责任。近几年，鳄雀鳝、巴

西龟、加拿大一枝黄花等外来物种破坏生态环

境的事情时有发生。在此背景下，检察机关提

起公益诉讼，不仅可以打击和纠正相关违法行

为，而且可以起到警示教育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法院在判决中指出，探索

将惩罚性赔偿资金用于生物安全风险防范

事项，向社会公众普及外来物种入侵危害，

引导公众树立生物安全理念，自觉遵守生

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科学合法地开展放

流活动。这种做法和导向意义重大。放生

不是不可以，但放什么、在哪放、怎么放等，

需 要 科 学 的 指 导 ，需 要 在 法 律 框 架 内 进

行。通过法治宣传，希望更多人可以由“放

生”这件事知晓许多“寻常行为”其实都有

法治红线，不能随意触碰。

近年来，在文物保护、耕地保护、生态

环境与资源保护等多领域的民事公益诉讼

案件中，多个“全国首例”都释放出相同的

法治意义。无论是让当事人补植复绿、增

殖放流、在国家级媒体登报道歉，还是用赔

偿金开展法治宣传，都是为了维护全社会

的利益，以案释法，给更多人以警示和启

迪，让更多人知法、尊法、守法。

谁
赢
了
？

毛浓曦

元宵节之夜，不少地方的人们争相燃放
烟花爆竹，有的甚至突破当地的“禁燃令”，想
要为新年添一份热闹或希望。

跨过子夜，大地沉平，城乡归寂。热闹之
中的乌烟瘴气、热闹之后的垃圾遍地也令不
少人反感，江西上饶 6岁男童被炮仗炸伤导
致右臂截肢之类的新闻更令人痛心。人们关
于烟花爆竹的“禁”与“解”之争或许会随着年
节的结束而暂时平息，但对整个花炮行业而
言，还有必要进行一些持续深化的反省。

面对烟花爆竹带来的危险和污染，不少人
质问：为了营造年味必须付出如此代价吗？高
科技时代，安全、环保的烟花爆竹何以难产？

提升烟花爆竹产品的安全性，从技术上
来讲并不算难。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控制火药
量，把爆炸威力降下来。我记得自己儿时的
一个场景：几个人在院子里打扑克，不知谁扔
过去一颗点燃的鞭炮，有人眼疾手快将其抓
在手里，“嘣”地一声炸了，手却没有受伤。如
果换作现在的鞭炮，后果不敢想象。

提升环保性也是烟花爆竹行业发展过程
中绕不开的关卡。首先是空气污染。燃放烟
花爆竹产生大量烟雾，往往让城市陷入重度
雾霾。其次是噪音污染。震耳欲聋、心惊肉
跳，是部分烟花爆竹产品的重要“卖点”，有的
烟花爆竹甚至能把高楼层居民家的玻璃震

碎。还有垃圾污染。过去的烟花爆竹多采用
废纸、黄火药、红泥巴等原材料，易碎、易焚、易
降解，而现在的一些产品含有大量塑料和阻燃
材料，不仅难降解，也提高了垃圾处理成本。

作为传承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烟花爆
竹更要思考产品迭代中的核心议题，即提升
安全和环保性能，这也是必须面对的、关乎整
个行业生存的“技术革命”。

遗憾的是，时下很多产品在安全、环保方
面下的功夫不足。原因何在？我曾采访来自

“花炮之乡”的业内人士，他说：“整个社会都在
贪大、求响、求快。”消费者比谁燃放更响、更
亮、更大，于是生产方就去迎合，火药、引芯的
配方、用量不断改变和增加。而此类产品占
据市场后，也不可避免地令消费者别无他选。

显而易见，相关企业负有引导、培育消费
市场的责任。本质上，烟花爆竹的“禁”与“放”
之争，实际是关于安全、环保与传统、民俗的利
弊权衡。传统文化、民俗习惯能够代代传承
固然是好事，但当它与安全、环保等涉及公共
利益的问题发生严重冲突时，争议自然不可
避免。禁放烟花爆竹是基于安全和环保，一
定程度上导致了花炮行业的萎缩，生产企业
要想突围，必须在安全、环保等层面下功夫，以
此打开更多市场，赢得更加可持续的发展。

让燃烧慢下来，让威力弱下来，让噪声降
下来，让烟雾淡一些……其中一些是简单的回
归，需要的就是观念一转；而那些有难度的，在
高新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应该也可以实现。

如此，花炮行业就完成了自我救赎——既
能解决安全、环保等根本性问题，又能承载传
统文化，为人们的生活增添喜庆、热闹氛围。
如此，不仅禁燃禁放能迎刃而解，花炮行业的
路也将越走路越宽，有一个更确定的未来。

烟花散去，
花炮业的路能否越走越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