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工小妹：如果你这么关心工资，这些一定要
了解一下！》

近日，“为什么很多公司选择 15日发工资”的话题冲

上微博热搜。网友们议论纷纷。有人留言自己 5日发工

资，也有人说每月 25日才发上月工资。就有好事的网友

依据发工资日期，对单位的好坏进行排序。

这样的排序不一定科学，但就大家的关注度来说，工资

确实是不少人都关心的话题。跟工小妹一起，来了解跟工

资有关的那些事儿吧。（本报记者 贺少成 董芳辰 付子晴）

工资有关的那些事儿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
道《手握“指挥棒”，他让卫星在太空拥有
完美“舞姿”|三工视频·新360行之卫星姿
轨控工程师》

吴一凡，是一名卫星姿轨控工程师，“姿态控制保证

卫星在天上的朝向，轨道控制则保证卫星的位置。”姿轨

控工程师需要从这两方面保障卫星编队的安全与稳定。

目前商业卫星除了连接宽带和传输数据外，还在

防灾减灾、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发挥作用。卫星姿轨控

技术也已呈现模块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未来，吴一凡

将继续为卫星互联网建设和消除互联网数字鸿沟贡献

力量。 （本报记者 王群 白至洁 本报实习生 张天琦）

他让卫星在太空拥有完美“舞姿”

红色信物百年传①火种

在距离天安门 19公里的永定河西岸，有一条近千年

历史的老街——长辛店。1921 年初冬，李大钊、邓中夏、

史文彬等早期共产党人手提油灯，和工友们走进了位于

长辛店大街祠堂口 1 号的劳动补习学校。这盏油灯，不

仅点亮了长辛店铁路工人们学习知识的教室，更将马克

思主义学说照进工人们的心中，见证了 100 多年前党领

导下轰轰烈烈的中国工人运动。

（本报记者 郑莉 赵亮 郝赫 窦菲涛 张冠一 刘儒雅）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火种｜红色信物百年传——老物件里的工
运故事①》

徐连龙：创下中国绳缆界“四个第一”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xuan 了，工匠 | 徐连龙：创下中国绳缆界
“四个第一”》

融媒作品选粹G

文字整理：王羡茹

徐连龙，现任青岛海丽雅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

主任，中级工程师，肩负着集团百余种特种绳缆及应急自

救产品技术管理与研发。他带头为“科学号”研发的脐带

缆，破解了观测数据实时传输的世界性难题，还曾创下中

国绳缆界“四个第一”的纪录。（本报记者 杨明清 张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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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面子还是里子，考验决策者的政绩观
本报评论员 林琳

帮孩子找到正确的追星姿势

盲目决策新建 6 座驿站，建成后大多荒

废；盲目铺摊子、上项目，引进一大批高耗

能、高污染、高排放的工业项目；为了追求沿

街商铺的门面形象，强制要求商户制作更换

统一的店铺招牌；老旧小区改造只更新外墙

和楼道，对水电暖改造置之不理……8 月 28

日的《人民日报》聚焦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与基层干部、专家学者等共同分析原因、研

究对策。

近年来，在全面从严治党和反“四风”的

高压态势下，各地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大为

减少，但有些地方依然热衷兴建形象工程，诸

如建好的体育馆被闲置，特色小镇建好后无

人光顾，斥巨资建大雕塑、大广场、大牌坊、大

型旅游观光项目等新闻，不时见诸媒体。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特色和文化，也

需要打造自己的形象和面貌，道路是否平坦、

街巷是否整洁、绿化是否充分、公共基础设施

是否完备等，这些关系着当地百姓的生活舒

适程度，也关系着外地人到来后的评价。

城市要发展，自然要在方方面面不断改

进和提升，也必然涉及一些项目和工程。这

当中，有些地方量入为出、科学规划，把钱花

在刀刃上，把事办到百姓心坎儿上，但也有些

地方“拍脑袋”决策、大手大脚花钱、热衷打造

面子工程等。正因此，人们经常看到，地标建

筑拔地而起，重大项目建设如火如荼，迎宾大

道气派非凡，城市绿化不时推倒重来。与之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路灯时亮时不亮，排水沟

一堵再堵，老旧小区脏乱差依旧，等等。

不难看出，在涉及面子的事情上，不少地

方往往是不差钱的。而对一些不易察觉的里

子问题，一些地方往往是“困难很多”，诸如

“财力有限”“牵涉面太广、周期太长”等。

如此好面子、爱形象，引发的问题不少。

面子工程可能伤面子，形象工程可能毁形象，

媒体曝光的不少斥巨资打造的形象工程，最

终大都波及涉事地方的口碑和形象；面子工

程往往会伤里子，如果地方政府把有限的财

力投入面子工程，民生工程能够获得的支持

自然会减少，于是相关改造、修缮只能一拖再

拖甚至遥遥无期；面子工程可能引发地方之

间盲目攀比，进而影响更多地方的官场作风

和有序发展，有的地方甚至因此掏空家底；面

子工程可能潜藏腐败风险，大工程、大项目的

招商引资容易让一些官员在廉洁问题上把持

不住……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党和国家高度重

视且反复强调的事情，严禁形象工程、政绩工

程，相关的规定和态度也很明确。比如，《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盲目举债、铺

摊子、上项目，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

工程，致使国家、集体或者群众财产和利益遭

受较大损失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要给予相应的处分。不少地方也明确要求，

“严禁建设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脱离财力

可能的项目”。

说到底，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对面子工

程念念不忘、割舍不下，根源还在思想这块里

子。畸形政绩观不除，形象工程不可能偃旗

息鼓。所以，重要的还是要敦促领导干部树

立正确的政绩观，秉持“功成不必在我”的境

界和格局，做让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

的实事，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

好事，而不能只顾眼前、只做显绩显功。同

时，要完善对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注重考核

民生保障目标任务完成情况，推动领导干部

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健全责任追

究制度，让领导干部对面子工程的后遗症负

责，倒逼其用权时心存敬畏。

时下，不少城市都在推进城市体检与更

新，涉及方方面面的改造、整治和优化，可以

说，这是对地方政府和官员政绩观的一次大

考。是大拆大建还是精准施策，是注重面子

还是注重里子，这些都有待回答。说到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让百姓过得

更幸福，应是各地决策者心中最重要的政绩

目标。

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对面子
工程念念不忘、割舍不下，根源还
在思想这块里子。畸形政绩观不
除，形象工程不可能偃旗息鼓。
所以，重要的还是要敦促领导干
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秉持“功成
不必在我”的境界和格局，做让百
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
事，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
长远的好事，而不能只顾眼前、只
做显绩显功。

刘兵

8月 29日，中央网信办微信公众号“网信

中国”通报了“清朗·2023 年暑期未成年人网

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第一批典型处置案

例。通报显示，专项行动及时发现处置了诱

导未成年人无底线追星等不良导向内容，坚

决整治部分网络账号利用头像、简介等账号

信息引流未成年人加入粉丝群组，组织诱导

未成年人参与转发、点赞、签到等应援活动，

炒作“现金花”“现金蛋糕”等奢侈应援礼物，

以赠送明星演出视频等为噱头诱导违规打赏

等行为，近期已累计关闭解散违规账号、群组

1800余个。

近年来，关于青少年非理性追星的新闻屡

屡见诸媒体，刷量控评、互撕谩骂、恶意营销等

追星乱象屡被诟病。偶像崇拜无可厚非，青少

年以明星为偶像，可以汲取一些力量进而激发

自身的努力和成长。然而，由于青少年群体身

心尚不完全成熟，其在追星过程中容易出现价

值观的偏差和行为的失控。

比如，一些青少年粉丝把追星作为生活

的重心，狂热参与见面会及各种应援活动、频

繁打赏艺人，这不仅会对其学业及生活造成

影响，而且可能加重自身或其家庭的经济负

担；一些青少年粉丝沉迷于想象中的“亲密关

系”，将真情实感付诸偶像的虚拟人设，从而

忽视了现实生活中的亲情、友情等。

更 严 重 的 是 ，青 少 年 追 星 日 趋“ 饭 圈

化”。从现场应援到打广告、顶数据，越来越

多青少年追星者已不满足于单纯的文化产品

消费，其追星行为日益团队化甚至职业化。

诸如为明星花钱“打榜”、刷数据，为相关作品

恶意评分等，极易超出社会公德和法律的边

界，有的已经涉嫌造假、侵权等违法行为。

青少年追星日趋“饭圈化”背后，往往存

在利用粉丝牟利的灰色产业链，青少年是其

中最大的受害者——有媒体报道显示，不少

在校学生互联网金融借贷案背后都藏着粉丝

应援等追星行为，直播打赏类案件中很多涉

案者都是未成年人。此外，在“粉丝后援会”

筹措资金的过程中，相关主体的不当行为可

能面临构成集资诈骗罪、诈骗罪及侵占罪等

刑事法律风险。

引导青少年理性追星，需多方联手。家

长应认识到，孩子追星不是洪水猛兽，但须多

留意孩子的心理变化，引导其多关注偶像的

成长历程和优秀品格；学校也应正视孩子在

特定阶段的个性特点、情感需求，既要建立科

学的心理辅导机制，也要努力帮助孩子们提

高审美素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各类网络

平台则应承担起相应的主体责任，为青少年

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

近年来，一些“饭圈”团体在为灾区捐款、

资助农村留守儿童、援建乡村图书馆、关爱残

障人士等公益项目上有不少作为，并带动更

多社会人士参与其中。打造健康、正向的粉

丝文化，让其驶入正确的价值航道，是追星的

正确姿势，也会赢得社会的掌声和支持。

训

图 说G买冷饮成买冰块？
我的饮品我做不了主？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每逢寒暑假，许多大学生都
会选择到驾校学习并考取驾照，可迈进驾校大门，现实
往往不如预期的那般“美好”，有时还要承受不少心理打
击——教练的“狂风暴雨”式教学。一些年轻人发问：

“考驾照一定要花钱挨骂吗？”
去驾校学开车时被教练骂得无地自容，估计不少人

都有类似的经历。教练简单粗暴地骂人，多数情况下是
“怒其不争”，并非恶意人身攻击，当然也不排除有些教练
确实因个人性格、情绪、缺乏耐心等原因而谩骂、贬损学
员，个别教练还可能故意对学员严苛以实现“吃拿卡
要”。近年来，随着公众驾校变“骂校”的吐槽日益增多，
不少驾校已开始反思和提高服务质量。说到底，不论哪
种服务业态，都得拼服务、拼体验，尤其是在相关服务并
不“只此一家”的情况下。让人们花钱挨骂，确实不是好
选择。 赵春青/图 嘉湖/文

唐山客

据 8月 29日《北京青年报》报道，日前，两

名游客在成都大熊猫基地参观时，因分别向

幼年大熊猫别墅活动场内的大熊猫投喂竹

笋、花生，被终身禁止再次进入熊猫基地参

观。今年以来，至少已有 8人因不文明行为，

被终身禁止再次进入熊猫基地、熊猫谷参观，

其中有人用自拍杆逗弄大熊猫，有人投喂食

物，还有人向大熊猫泼矿泉水。

近年来，旅游监管部门以及相关动物保

护基地、动物园等场所不断健全、升级文明游

览规则，对不文明行为明确说“不”，并探索推

行不文明行为惩戒机制，媒体也在不遗余力

地倡议引导游客文明出游。实际上，此前已

有游客在成都大熊猫基地收到“终身参观禁

令”，也引发了社会热议，可总有游客不长记

性，不能引以为戒。由此可见，提升公众文明

旅游的整体素养，尚需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文明旅游不仅关乎道德，还关乎秩序，关

乎游客的安全与体验，关乎动植物、文物保

护，关乎游客、城市乃至国家的形象。加强对

游客的文明教育、引导和管理十分必要。近

年来，诸如游客黑名单机制、旅游目的地警示

引导措施、媒体曝光等举措，都对一些不文明

游客起到了一定的震慑、督促、教育作用。大

熊猫基地向不文明游客发放终身禁入令，限

制范围和惩戒力相对有限，但这么做能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涉事游客的社会评价，令其产

生耻感，从而产生震慑和警示效应。这种效

应通过媒体曝光后又会触碰到更多游客心中

的文明之弦，进而让更多游客受到教育，看清

底线和红线。

提升游客文明旅游素质，遏制不文明旅

游行为，不能依赖某种单一措施，需综合施策、

多方发力。首先，游客应具备文明旅游意识，

从管好自己、督促劝阻身边亲友做起，加强自

律，远离侵扰大熊猫、拔孔雀羽毛、偷摘珍奇花

卉、乱刻乱画等不文明行为。旅游监管部门、

行业协会及相关景区则有必要在法律框架

内，进一步梳理整合游客失信惩戒机制和文

明旅游管理机制，统一对不文明旅游行为的

惩戒尺度、范围、时限以及失信修复机制等，推

进游客失信惩戒信息共享，确保惩戒的规范

性、公平性、同频性，让惩戒取得更好效果。

当然，在依法强化事后惩戒的同时，还应

强化事前预防和事中控制。这就要求旅游目

的地单位、旅游监管部门等把日常管理工作

进一步做深做细做实，充分运用相关技术手

段，提升预警、制止不文明行为的及时性和精

准度，强化对游客多角度的警示、教育、引

导。只有多管齐下，才能让不文明旅游行为

治理工作事半功倍，真正将文明旅游的红线

划进更多人心里。

期待“终身参观禁令”的警示作用

郜亚章

据近日央视报道，多家知名饮品店的

冷饮中冰块含量过多，饮用体验变差，不同

品牌、同一品牌不同店铺的冰块含量标准

不统一，且冰块大小不一、形状各异。有的

饮品店还拒绝顾客的“去冰”要求，甚至标

注“温度不可调整”，还声称是为保证饮品

口感，这令不少消费者感到困惑。

一款饮品，通常要经多次配方调整、

工艺改进才能上市。一些饮品店认为加

冰可以保证饮品口感，实际上并未考虑

到千人千味、众口难调。而且，饮品店内

的饮品通常都是现场制作而非提前批量

生产的，冰块多寡完全可以根据消费者

的喜好随机调整。一杯饮料只喝了两三

口便发现杯中已全是冰块，这样的体验

恐怕很难令消费者满意，也容易给人以

偷工减料之感。

饮料加冰，确实能让饮品快速降温并

保持较长时间的低温状态，但每个人对冷

饮之“冷”的定义和接受度不尽相同，加不

加冰、加多少冰，消费者应该是有自主选

择权和知情权的。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

权利，消费者在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

时，有权进行比较、鉴别和挑选。

民以食为天，餐饮是公众高频消费的

领域，餐饮企业获客看似容易，实则考验

着商家的智慧和能力。从原材料的选择

和运输，到品类的丰富度、口味的多样化，

再到门店环境和服务水准，这些都是决定

商家能否立足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实际

上，如今不少餐饮企业都在有意识地去追

求和探索更加精细化的服务——当火锅

走出川渝，不少店铺为食客贴心地提供了

不辣、微辣、中辣、变态辣等选项；当螺蛳

粉走出广西，一些商家适当减弱了配方中

酸笋的味道……坚持以顾客需求为中心，

是餐饮行业做大做强的秘笈之一。

冰块可以“凉”消费者的胃，但不能

“凉”了消费者的心。8 月 22 日，中国消

费者协会发起“破冰行动”，联手中国商

业企业管理协会倡议饮品加冰需以尊重

消费者合法权益为前提，广大餐饮经营

者应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

公平交易权。期待更多企业和商家能在

商品和服务的细节上再多元化一点、人

性化一些，进一步提升消费者的好感度、

舒适度，从而实现买家与卖家的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