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Emo、焦虑、精神内耗不要怕，过好现在这
一秒｜三工视频·新360行之心理治疗师》

王东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临床心理科

医生，他所从事的职业人才缺口非常大。数据显示，中国

人需要心理干预治疗者为数众多，但心理咨询师缺口却高

达 43万。

在王东看来，心理治疗师并不神秘，也不是深不可

测，就是用心理学的方法来帮助别人解决心理问题，仅此

而已。

（本报记者 唐姝 杨召奎 张冠一）

精神内耗不要怕，过好现在这一秒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
道《对话劳模工匠谈奋斗 | 宫艳红：创新奋
斗铸就“石油红”》

全国劳模宫艳红是中国石油大港油田第三采油厂第

六采油作业区第三采油管理站一线采油工，主要负责油

水井管护、设备维修保养等。

作为全国示范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领衔人，

多年来，宫艳红带领工作室团队成员把脉生产难题、开展技

术革新、培养后备人才，为企业分忧，为发展助力。

（本报记者 张玺）

创新奋斗铸就“石油红”

报纸改变了我的人生

苗世明自 1969年开始收集各类报纸，50多年来集报

6万多种、100多万份，重近 40吨，他的集报成果被载入吉

尼斯之最纪录大全。

“报纸改变了我的人生。”苗世明说，他起初集报是为

了学习，如今更多的是为了服务社会。

（本报记者 吴凡）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54年集报百万份、近40吨，载入吉尼斯纪录
的藏报“狂人”苗世明：报纸改变了我的人生》

酷暑战高温，战吗？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工
小妹：酷暑战高温，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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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国北方多地气温突破 40℃，许多网友纷纷喊

“热到融化”。

面对极端高温天气，我们针对劳动者的保护机制也需

要不断调整。战高温，我们需要更加人性化、更加科学，需

要从实际出发，合理安排生产和劳动，这样才能让更多的

劳动者，享受到高温劳动保护的阴凉。

（本报记者 贺少成 赵琛 白至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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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闭幕的职代会”，推动企业民主管理的鲜活样本
本报评论员 方大丰

别被速成的“高考志愿填报规划师”割了韭菜

以职工代表“微建议”、全体员工“献一

策”、股东代表“提案”等三条“民声通道”构建

“永不闭幕的职代会”，湖南岳阳林纸股份有限

公司让每一个职工的声音都得到尊重，将民声

汇为民智，在推动经营管理改革创新中显现出

人心齐泰山移的力量——来自《工人日报》6月

24日的报道显示，视“民主管理为国企优势”使

得这家公司在此前遭遇疫情冲击、行业盈利水

平普遍下降的“逆势”中，实现了净利润的同比

大幅增长。

透过这家企业建立的职工建言收集、反馈

和监督执行的机制闭环不难看出，倾听民意的

路径无处不在，职工代表的身影无处不在，监

督和参与经营管理的通道无处不在。在互联

网技术的加持下，类似的企业民主管理故事并

非孤例，由此也可见，建立健全以职工代表大

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来自基层

的创新实践从来没有停止，而构建民主管理的

生态，不可或缺的就是全心全意依靠职工办企

业的宗旨意识。

多年来，各级各类企业贡献的许多鲜活样

本表明，坚持并不断深化企业民主管理，是在

凝聚发展内生动力，增强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

争力，正如岳阳纸业职工代表的由衷之言——

“调动人的积极性，才能做正确的事”。归根结

底，实行民主管理不仅是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

设的题中之义，更是企业持续稳健发展的活力

之源。

对企业而言，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

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永远在路上，包括民主管

理在内的管理创新也永无止境。调动和保护

员工积极性，释放员工创造力，过去、现在和未

来都是管理创新的基本出发点和目标。在我

国，企业不断深化改革，某种意义上正是为了

最大限度激发员工的主人翁意识、责任感和创

造力，将“企无人则止”当作最简朴和最基础的

逻辑。为此，各级工会尤其是一些企业工会在

创新企业民主管理机制和活动载体方面，进行

了生动而丰富的探索，创造出劳资协商会、民

主恳谈会、职工议事会等新形式和经验，从不

同维度拓展和深化了企业民主管理的广度和

深度。

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尤其是数字化技术

的飞速发展，给企业治理和转型升级带来了深

刻影响，也给推进“全员全过程”民主管理提供

了契机和技术支持。人们欣慰地看到，以信息

化、数字化赋能民主管理，成为各级工会尤其

是企业工会的创新方向，全员参与管理的“应

用场景”层出不穷。

令人欣喜的还在于，越来越多的新业态企

业，构建民主管理生态的意愿更加强烈，越是

科技含量高的行业和企业，打造贴近职工需求

的民主管理机制的“技术门槛”越低，如河北一

家快递企业确立的“网点聚力沟通机制”“建言

献策激励机制”“高层例会决策机制”三大机制

确保职工诉求件件有落实，数百家网点活跃着

数百名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工会（职工）代表，依

托企业内部即时通信设立的职工代表“议事

厅”与地区负责人直联沟通，确保职工诉求1个

工作日内得到回应……

与此同时，推动企业民主管理高质量发展

仍然存在的地区、行业和单位的不平衡也表

明，保障员工的知情权、发言权、监督权等，“技

术性”的障碍会越来越少，更需要破除的恐怕

仍然是观念，更需要增强的是变革的勇气。

期待“永不闭幕的职代会”能给更多企业

以启示和借鉴，让更多劳动者的声音被听见、

被重视，让更多建言献策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动

能，让更多企业的民主管理水平和能力迈上更

高台阶，让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

增强。

建立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
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来自
基层的创新实践从来没有停止，而
构建民主管理的生态，不可或缺的
就是全心全意依靠职工办企业的宗
旨意识。

沈鑫杰

据《中国青年报》6月 27日报道，火热的高

考志愿填报服务市场下，催热了为考生出谋

划策的高考志愿填报规划师（以下简称高报

师）。记者调查发现，许多教育培训机构推出

了高报师考证服务，花几千元就可以获得相

应证书，报考条件甚至仅需满足“大专及以上

学历”“年满 18 周岁”。高报师证书的“含金

量”到底有多高？“一证在手”就可以帮高考生

规划填报志愿了吗？

目前，高报师并不在人社部公布的《国家

职业资格目录（2021 年版）》中，此职业及其

认证证书未获得国家认可，所以，培训机构和

考试人员之间建立的考证关系其实有“自娱

自乐”之嫌。而报考条件宽松、花钱即可“考

取”，也难免让人们对其含金量产生怀疑。毕

竟诸多资格证书的含金量都与考证者付出的

汗水成正比。加之高考志愿填报行业乱象不

少，高报师的专业性遭到质疑实属正常。

有关高考的任何环节，一些考生和家长

都恨不得“武装到牙齿”，对于高考志愿填报

更是格外重视，力求考得好的能“相得益彰”，

考得不理想的能“低开高走”。需求之重大、

迫切与志愿填报能力之间的矛盾，可能会导

致考生和家长手忙脚乱，进而选择付费寻求

高报师帮助。

但萝卜快了不洗泥，难免有些学术不精

的高报师“剑走偏锋”，逐渐沦为志愿填报领

域的“神算子”，进而出现志愿填报服务政策

解读不准确、信息提供不真实、费用收取不规

范甚至诈骗等情况。

在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的今天，高报师

的出现实属正常，同时高考志愿填报繁琐复

杂，让专业人士给予专业意见和指导也是必

要的。所以，要整治的是乱象，而非高报师这

种身份或职业本身。有关部门需要做的是循

序渐进，引导高报师向更加专业化、规范化和

标准化方向发展，使其形成其他职业不可替

代之处，而非只是利用考生和家长的信息不

对称来牟利。

对于新业态新职业，有关方面向来持包

容、审慎的态度。比如，人们平常较为熟悉的

外卖小哥、外卖骑手，正式的职业名称是“网约

配送员”，发展至今规模庞大。2020年，人社部

与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联合向社会发布

了 16个新职业，其中就有“网约配送员”，这也

意味着外卖小哥们被国家认可的职业体系正

式“收编”，名正言顺地拥有了身份认证。

一种新职业不在人社部公布的职业目录

中，并不意味着就要被“一棒子打死”。新职

业的诞生如果符合经济社会需要，总要经历

一个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过程。因而面对

高报师火热的市场需求，有关部门更应秉持

“宜疏不宜堵”的理念，在着眼缓解供需矛盾、

做好市场监管治理的同时，研判其存在的必

要性，然后再探索制定有关行业规则等问

题。对家长们来说，当下更重要的是，审慎选

择，别花冤枉钱。

孔德淇

据中国青年网 6月 26日报道，近日，

有女子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一组拍摄于

四川巴朗山熊猫王国之巅的照片。有网

友质疑，照片中女子手持采摘的疑似国

家二级保护植物绿绒蒿，随即有人向卧

龙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林业部门和警方

进行了举报。卧龙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回

应称，巴朗山属于禁止开展户外活动区

域，女子所发照片中植物不属于二级保

护植物，但针对乱采乱摘的事情，保护区

会加强日常巡护管理和宣传。

绿绒蒿属于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尽

管目前只有红花绿绒蒿、久治绿绒蒿和毛

瓣绿绒蒿在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名录中，但

网传图片中的全缘叶绿绒蒿同样数量稀

少，不应被随意采摘。在海拔数千多米、

气候条件恶劣的高原上，可以说每一种动

植物的生命都值得尊重和呵护。

现实中，人们的乱采乱摘行为，有些

是明知不能摘而摘，有些则是无心之过，

这主要源于对相关生物缺乏科学的认

知。以绿绒蒿为例，公众可获取的科普

内容相对有限，指望人人都能辨认出来，

有些不切实际。这也提示有关方面和部

门，加强有关野生植物的宣传和知识普

及，包括其外观形状、生存环境等，提高

公众的认知能力和保护意识，从而减少

对生态的破坏。

针对上述游客私自采摘一事，巴朗

山所属的卧龙自然保护区表示，会加强

日常巡护管理和宣传，发现问题及时制

止，同时拟定开展严禁毁林毁草专项行

动、禁挖药材专项行动等。随着知识普

及和监管升级，相信随意采摘的事情会

有所减少，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会不断

强化。

作为户外旅行者，更应该了解高原

生态的脆弱性，对自然保持敬畏之心，而

不能毫无顾忌、肆意妄为。只有这样，人

类才能真正享受大自然的美妙和神秘，

同时为后人留下一份美好的环境。

另据报道，巴朗山属于禁止开展户

外活动的区域，此前当地也曾发生多起

类似的违规穿越事件。可见，要有效维

护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和秩序，相关职能

部门还须有更多作为。

保护大自然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株

植物，让自然生态得到有效保护和持续发

展，应该成为每一个出游者的自觉。

拦

图 说G采摘野生植物“晒照”？
对自然要有更多敬畏

据极目新闻6月26日报道，近日，四川成都一名车主发
视频吐槽称，自己驾车误入某商务大厦的停车场，入场仅
51秒就被收费8元。该商务大厦工作人员回应，临时停车
两个小时内统一收费8元，只要入场就会即时收费。

商业性停车场按时收费无可厚非，但诸如上述这种因
误入又匆忙离开的情况也要被收费，确实有些让人难以接
受。时下，不少大城市的停车场都有限时免费停车服务，以
方便临时停车、短时间占用停车位资源的车主——相比只
是经过甚至并未停留就要被收费，这样的做法无疑更人性
化。一些商家对其停车场的收费享有定价权，但这并不意
味着可以随心所欲、漫天要价。一来，有些城市对不同地段
停车费的收费标准是有细化规定的，不能超出相应的标准；
二来，停车服务是否让人舒心、满意，其实也关乎城市形象
和营商环境，因小失大并不划算。

赵春青/图 嘉湖/文

史洪举

据澎湃新闻网 6 月 27 日报道，近日一段

“男童被打后从 5楼跳下”的视频在网络流传

引起广泛关注。安徽省长丰县公安局发布

警情通报称，视频中男童因贪玩担心母亲责

罚，躲到防盗窗外平台上。其母亲担心男童

坠楼，用棒状物拍打男童规劝其进屋，后男

童跳楼。经医院诊断，男童身体多处骨折，

肺部挫伤，暂无生命危险。但通报中用棒状

物拍打男童“规劝”其进屋的相关举措，引发

网友质疑。

可以说，现场的视频令很多人揪心和后

怕，好在男童暂无生命危险，但此次事件是否

会给其留下心理阴影和创伤，不好判断。视

频显示，即便当时楼下有人大喊“不要再打

了”，窗内伸出的长棍仍在击打缩于平台花架

一角的男童，直至其跳下，男童家人表示是

“担心其坠楼，所以用棍子拍打规劝其进屋”，

对此，不少人提出质疑——这种近乎暴力的

“规劝”行为是否合适？其母亲的行为导致男

童坠楼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棍棒相加地打小孩

不是家务事，如果造成严重后果，极有可能面

临法律的制裁。

现实生活中，不少家长都信奉“棍棒之下

出孝子”“不打不成器”的传统观念，加之一些

儿童由于处于叛逆期确实难以管教。如此情

况下，如果父母缺少足够的耐心，便极有可能

采取“棍棒教育”。而梳理媒体以往的报道不

难发现，“棍棒教育”导致的悲剧时有发生，有

的家长因为导致孩子身体受到严重伤害，而

被认定构成虐待罪、故意伤害罪等，原本美满

的家庭因此蒙上了一层阴影。

在儿童教育方面，父母无疑是重要的老

师。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儿童产生的影响力毋

庸置疑，日常生活中的言语教育、适当惩戒、

立规矩等都是教育孩子的重要方式。“棍棒教

育”虽然在短时间内能让孩子服软，但从长远

看未必会产生良好效果，反而可能让孩子产

生恐惧、厌学、自卑等不良后果，更有可能导

致抑郁、自杀等严重后果。此外，在暴力因素

影响下，孩子的内心还可能种下“暴虐种子”，

认为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非常不利于

其健康成长。

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早已明确反对暴力教

育方式——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禁止对

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虐待、遗弃未成

年人；反家庭暴力法则规定，未成年人的监护

人应当以文明的方式进行家庭教育，依法履行

监护和教育职责，不得实施家庭暴力……

孩子自出生起就具有独立的人格，是受

法律保护的人，而非父母的附属品或私人财

产，更非可以被随意处置、进行体罚乃至虐待

的对象。所以“关起门来打小孩”绝不是家务

事，家庭内部的暴力行为同样应该受到严厉

的谴责和惩戒。

进而言之，只有让“禁止体罚”“体罚有

错”的教育理念成为一种更广泛的共识，才

能在更大程度上避免教育成为对儿童实施

暴力的挡箭牌；只有父母尽到妥善的抚育、

教育、保护、惩戒职责，不以“对孩子好”“教

育孩子”等为借口让孩子受到伤害，家庭才

能真正成为充满温情和关爱的港湾。无论

如何，类似“男童被打后从 5 楼跳下”的悲剧

都不能再发生。

用棍棒“拍打规劝”孩子不是正确的教育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