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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派遣不能成为用工“灰色地带”
　　劳务派遣本应是优
化资源配置的灵活手
段，如今却沦为诸多乱
象的滋生地，成为侵害
劳动者权益、扰乱用工
秩序的“灰色地带”，
饱受社会各界诟病。
　　同工不同酬堪称劳
务派遣最为刺眼的“伤
疤”。在各大企业生产
车间、写字楼办公区，
劳务派遣工与正式员工
并肩劳作，从事相同工
作内容，承担一样的工
作强度，然而收获却天
差地别。正式员工薪资
结构完善，基本工资、
绩效奖金、各类补贴一
应俱全，福利待遇优

厚，享受带薪年假、定
期体检、补充商业保险。
反观劳务派遣工，工资
仅能维持基本生活，福
利更是少得可怜。这种
不公平的薪酬待遇，是
对劳动者辛勤付出的漠
视，是对公平劳动原则
的公然践踏，极大地挫
伤了劳务派遣工的工作
热情与积极性。
　　劳务派遣更成为部
分单位不负责任、推卸
责任的“惯用伎俩”。
在用工单位眼中，劳务
派遣工仿佛是游离于企
业责任体系外的“临时
工”。一旦涉及工伤事
故，用工单位便以劳动

关系在派遣公司为由，
对受伤员工不管不顾。
劳务派遣公司受限于资
金和实力，难以给予足
额赔偿，致使劳动者维
权之路艰难坎坷。
　　不仅如此，在员工
培训、职业晋升等关乎
个人发展的关键环节，
劳务派遣工也备受冷
落。用工单位觉得劳务
派遣工流动性大，不愿
投入资源培养，使得他
们职业技能提升缓慢，
上升通道狭窄，未来发
展一片迷茫。“舅舅不
疼，姥姥不爱”。仿佛
被人抛弃，连强化技术
功能的资格都没有。

　　有人或许会说，劳
务派遣能为企业提供灵
活用工便利，满足季节
性、临时性用工需求。
但这绝不能成为其肆意
侵害劳动者权益的借
口。灵活用工不应以牺
牲公平与劳动者权益为
代价。
　　要彻底扭转这一局
面，政府部门必须重拳
出击。一方面，完善相
关法律法规，细化劳务
派遣适用范围、薪酬标
准、责任界定等条款，
让监管有法可依；另一
方面，加大执法力度，
对违规企业施以高额罚
款、责令整改等严厉处

罚，形成强大威慑力。
用工单位也应反思自
身行为，承担起应尽的
社会责任，秉持公平公
正原则对待每一位劳动
者。
　　劳务派遣不应成为
劳动者权益的“黑洞”。
只有通过各方共同努
力，才能驱散这片“灰
色地带”的阴霾，让劳
动者在公平公正的环境
中安心工作，让劳动力
市场回归健康有序的发
展轨道。

■评论员 樊耀文

熏制腊肉岂能简单的一禁了之

　　近日，有网友在社
交平台发帖称，四川省
广安市一名六旬老人因
在家熏腊肉，被当地社
区以“教育管理费”的
名义罚款 200 元，老人
还写了“不再在家熏腊
肉”的保证书，引发网
友热议。（1 月 4 日央
视网）
　　在川渝大地，腊肉
飘香是寒冬里最温暖的
烟火气息。那一块块被
烟火熏烤得油亮红棕的
腊肉，高悬于农家屋檐
下，是年味儿的最佳注
脚，承载着几代人的味
觉记忆与乡土情怀。然
而，如今一些地区因环
保考量禁止百姓熏制腊
肉，甚至开出“教育管

理费 200 元”的罚单，
这一举措如投入湖面的
巨石，激起层层涟漪，
争议不断。
　　从环保角度而言，
传统熏制腊肉多采用柴
薪、煤炭等作为燃料，
烟雾缭绕中，大量的颗
粒物、二氧化硫等污染
物肆意排放。在雾霾天
气频频侵扰的当下，每
一个微小的污染源都
可能是压垮空气质量的
“最后一根稻草”。尤
其在人口密集的城镇乡
村聚居区，家家户户同
时熏制腊肉，浓烟滚滚，
对局部空气质量的恶化
“贡献”不容小觑。而
且，熏制过程中的明火
隐患，也像一颗定时炸

弹，威胁着周边房屋与
居民的安全，从这个层
面看，禁熏似乎有理有
据，是为了守护大众生
活的蓝天与安全。
　　但回溯传统，腊肉
熏制绝非简单的食物加
工，它是民俗文化的“活
化石”。每至腊月，一
家人围坐于熏制灶旁，
添柴加薪，看着鲜肉在
烟火中慢慢蜕变，谈天
说地，传承着先辈的生
活智慧与家族故事。这
是农耕文明孕育出的质
朴仪式感，在现代文明
的浪潮中，更显弥足珍
贵。禁令之下，罚款当
前，这缕传承已久的人
间烟火，陡然变得飘摇
不定，百姓们满是困惑

与无奈：难道儿时的味
道、祖辈的传统，都要
因环保之名被尘封？
　　其实，这场环保与
传统的“拔河赛”并非
无解。一方面，政府在
推行禁令时，可多些柔
性治理思维。例如，设
立集中熏制点，统一配
备环保熏制设备，以清
洁能源或高效减排的
方式满足民众需求，既
降低了污染排放，又保
留了传统风味，还能将
零散的民俗活动转化为
社区互动交流的契机；
另一方面，加大环保宣
传力度，引导民众认识
到传统习俗的改良并非
摒弃，而是与时俱进的
升级，就像古老的打铁

技艺演变为现代机械锻
造，传统腊肉熏制也能
在新的技术框架下焕发
新生。
　　环保与传统并非水
火不容，关键在于找到
那个微妙的平衡点。在
追求蓝天白云的征程
中，为传统民俗文化留
出一条温暖的通道，让
未来的孩子既能呼吸清
新空气，又能知晓腊肉
背后的岁月故事，如此，
方能在时代的前行中，
保住那一抹独特的乡愁
与文化根脉，实现现代
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和谐
共生，携手共赴美好生
活的盛宴。

■评论员 樊耀文

“骗保杀人”，法律之刃应斩灭人性之恶

　　2021 年 5 月，一对
结婚半年多的夫妻携手
踏上了从辽宁大连驶往
山东烟台的客轮。然而
等待他们的却不是一段
浪漫的旅行，妻子李某
环在这艘客轮上竟然坠
入海中，不幸身亡。这
起突发的事故究竟是一
场不幸的意外还是一个
巨大的阴谋呢？（1 月 8
日央视网）
　　李某为了骗取保险
金，竟对自己的妻子痛
下杀手，将其残忍地推
入海中。原以为这类案
件只在小视频见到，现
在却实实在在的发生在
我们生活当中。是人心
难测，还是人心险恶？
　　这一事件让我们不
得不重新审视人性的复
杂与黑暗，也让我们思
考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如果一个人每天审视自
己的枕边人会不会杀了

自己，我想很多人不会
这么想，更不会觉得自
己深爱的人会对自己痛
下杀手。
　　俗话说“男怕干错
行，女怕嫁错郎”，就
说这名李姓男子吧，女
方绝对是嫁错了。为人
夫，本应在婚姻与生活
的道路上，秉持责任与
担当，用心经营家庭，
这才是人生正途。各行
各业，无论身处何方，
若能坚守正道，踏实努
力，皆能有所成就，收
获尊重与价值。然而，
他却在利益的诱惑下走
上歧途，被金钱蒙蔽双
眼，忘却了为人夫的基
本道义，将罪恶之手伸
向了枕边人。
　　生活是个大舞台，
每个人都在这个舞台上
扮演自己的角色。
　　而这名男子在生活
的舞台上，或许曾戴着

一副伪善的面具，在亲
朋好友面前扮演着一个
体贴的丈夫角色，而其
内心深处却隐藏着如此
可怕的祸心。他的行为
让人毛骨悚然，也不禁
让人反思，为何人性的
恶可以被隐藏得如此之
深？在日常相处中，他
的妻子或许从未料到，
身边最亲近的人会是那
个将自己推向深渊的恶
魔。这也警示着我们，
人心隔肚皮，那些看似
和善的表象之下，可能
潜藏着不为人知的恶
意。
　　这类案件的发生，
可以看出一个人为了金
钱变得丑恶、冷漠、自
私与残忍。这类事件的
发生，不仅仅是个人的
悲剧，更是整个社会的
伤痛。它像一面镜子，
映照出社会在道德和
法律教育方面存在的漏

洞。在物欲横流的时代，
一些人在金钱的诱惑下
迷失了自我，丧失了最
基本的人性和道德底
线。他们将婚姻、亲情
等神圣的情感关系视为
谋取私利的工具，这种
扭曲的价值观是导致此
类悲剧的根源之一。
　　“欠账还钱，杀人
偿命”？从法律层面
看，虽然法律会对这样
的犯罪分子予以严惩，
但这也只是事后的补救
措施。如何在事前预防
此类事件的发生，是我
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加
强道德教育，让人人对
法律产生敬畏，只有对
法律的敬畏，才能对生
命更加尊重。才能让人
们在面对利益诱惑时能
够坚守内心的善良与正
义，这或许是一条漫长
但必要的道路。
　　人心隔肚皮，谁能

看得清？我们只能祈求
上天给我们一双慧眼，
把这个世界明明白白，
真真切切看得清。特别
是对人，要时刻保持警
惕，不要被别人的表象
所迷惑。善良的人们在
与人相处时，要学会洞
察人心，保护好自己。
同时，整个社会也应该
营造一种良好的氛围，
让正义和善良成为主
流，让那些心怀不轨的
人无处遁形。
　　写到此，忽然想到
这几句诗：“人心叵测
藏奸险，伪善皮囊掩罪
愆。慧眼当识真假面，
莫教恶念毁良缘。”我
想还应该健全法律法
规，把骗保杀人写进法
律中，并且要细化，然
后加以宣传和普及，让
法律为人的生命护航。

■评论员 樊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