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市海珠区66岁的汤奶奶说，15年前，
她将自己辛苦攒下的5000元存进银行，上月她
拿着存折到银行取钱时，却被告知由于存款时
间太长，银行内部系统又经过多次升级，查不

到存款信息，无法取款。一个月后，在记者陪同
下，汤奶奶再次来到该银行，工作人员称还是
查不到存款信息。银行的说法令人匪夷所
思。（11月18日光明网）

作 者/ 陶小莫

珠海男子时某经公司组织外出旅游，拍照中
不慎摔倒，致左膝受伤，在申请认定工伤时先后
被市区两级劳动部门认定不算工伤，时某不服认
定向香洲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其诉求得到法院支
持。（11月18日《广州日报》）

法院认为，该旅游活动属于企业文化活动，
公司组织旅游与工作有本质联系，是职工工作的
延续。因而一审判决撤销劳动部门作出的工伤认
定，并要求重新作出工伤认定，珠海中院二审也
驳回劳动部门上诉，维持原判。现香洲区人社局
已认定时某受伤属于工伤。这不但使其免遭医疗
花费的“二次伤害”，还能获得各种经济补助的慰
藉，这从法律上筑牢了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墙”，也彰显了司法裁判的人性化关怀。

这一判决充分遵循劳动者保护的立法与司
法解释精神，认定公司组织旅游与工作有本质联
系，时某因旅游拍照而受伤构成工伤认定的“正
当工作原因”。这是本案审理的难点和亮点，从法
律上界定了公司组织旅游活动的“职工工作的延
续”性质，也是对在司法解释中“合理时间”、“合
理路线”的准确理解与科学适用，体现了情与法
的交融，也让劳动者权益保护更接地气。对今后
类似的单位活动中所发生的工伤认定与赔偿纠
纷，具有积极的示范价值和借鉴意义。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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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女士想把户口从昆明迁到成都，却被告
知需办“未婚证明”。她往返奔波4次、耗时8个月，
没有一个地方愿意开具这份“证明”。在11月18日
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讲了这件
事，并表示，“我最近看到有媒体报道，群众现在
办很多事情，一上来就被要求出示身份证。除了
一些特殊领域，其他事情，有这个必要吗？是不是
有些滥用了？”（11月19日《每日经济新闻》）

针对“奇葩证明”，李克强总理已经多次“举
例说明”。这些热点是怎样“走进中南海”的呢？总
理讲了，“我最近看到有媒体报道”。

可以说，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从侧面影响
着领导力、决策力和执行力。媒介素养，不仅包括
学会在媒体监督下工作，正确面对舆论监督，还
包括通过媒体报道开展工作。这就必然要求领导
干部拿出一定时间，认认真真看媒体报道。

最近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指出的“一些领导
干部对八卦消息很关心，对党的声音不上心，迟
早要出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读报看新闻一直
是我们党的好传统，可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有
人把主要精力用在了花边新闻上，专注一些八卦
消息，对社会热点、民生痛点却不以为然，不放在

心上。
公允地讲，多数领导干部还是想“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的，把自己的功绩镌刻在大地上，留印
在百姓心中。只是有些领导干部不接地气，不知
道百姓所思所想，不知道工作真情实况，由此推
动的改革发展，有的方向出现了问题，有的细节
出现了偏差，有的执行遇到了搁浅。其实，许多问
题早有苗头，许多民声早有媒体呈现。好好看一
下媒体报道，就不会出现盲听盲从盲动。

然而，有些领导干部不仅不好好看媒体报
道，而且干涉媒体报道。有些领导干部只“闻过则
怒”，只接受正面报道。媒体报道的社会热点、民
生痛点、工作盲点，不仅不受重视，反遭批评。问
题是时代的声音，很多重大问题和偏差的发生，

事前都有蛛丝马迹。如果媒介素养高一点，认认
真真地看看媒体报道，还会对真情实况陌生吗？
还会不知所云，找不到改革突破的方向吗？

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媒体的功能不是削弱了
而是加强了，对领导干部媒介素养的要求不是低
了而是高了。不知道群众需要什么，工作还有什
么不足，应该向何处努力，谈何把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改
进公共服务，李克强总理明确提出三项具体要
求：信息公开、流程简化、数据共享。这些要求切
中肯綮，讲到群众心坎里去了。这也再次提醒各
级领导干部，要像总理一样认认真真看媒体报
道、用媒体报道。媒体报道里不仅有问题，而且有
解决问题的良方。

瑞信发布的“2015全球财富报告指出，中国
拥有全球最庞大的中产阶层人口，达1 . 09亿名。
但中产阶层的财富在房产上的配置比例过重，高
达79 . 5%，而金融资产占比过低，仅有10 . 8%。（11
月18日《第一财经日报》）

瑞信财富报告以每人拥有5万—50万美元的
净财富，来界定中产阶层成年人，这个标准并不
算高。但近八成的房产配比足以说明，报道中用
来划分阶层的财富其实是房产，房子甚至是人们
全部的财产；如果不计房产的价值，也许很多中
产阶层还处于负债的状态，所谓的房奴就是如
此。换句话说，虽然从房产的角度看，人们已经很
有钱；但是，如果房子是用来自住的，则支撑中产
阶层门面的财富，其实并不存在。

尽管能够跻身中产阶层会让人感受到一些
幸福感，但以房产的方式实现身份的变迁，其实
质是“被中产”。以房产论中产，就会存在中产阶
层的房产依赖，以房价划分，很多人属于中产阶
层，但有时候房产会透支人们的财富和理想，给
人一种不真实的现实感受，让这个“中产”变得有
名无实，与社会期待不太相符，在真实的经济压
力下，这个“中产阶层”的身份就会不可避免地向
下流动。所以，“被中产“对于社会来说，是一个需
要重视的议题。

有党员或领导干部用自己家的合法收入
来购买豪车或者名表，如果有这样的行为会
不会被群众举报，会不会受到处分？对此，
中纪委副书记张军回答，不能不管。“这些
人的行为，明显超出当地正常生活消费水
平，也破坏了群众心目中党员应当是社会主
义新风尚和社会主义荣辱观带头践行者的良
好形象。”（11月19日《京华时报》）

“用自己的合法收入购买豪车、名表算
不算违纪”的问题，或会成为某些党员挥之
不去和亟待破题的心中疑问。中纪委副书记
张军的坚定回答，亮明了中央态度，厘清了
是非界限，为澄清此类模糊认知产生解疑释
惑的醒脑与警示效应。

党对中共党员的“廉洁自律”规定，要
凭借自己的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获得合理报
酬、创造社会财富。不过，合理合法的经济
收入，只是表明公民拥有财富的来路正当，
这不过是对法治社会公民为人处世的最基本
要求。但对于一个抱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理念的共产党员来说，财富应该怎样处置、
金钱又当派用何处，仍不失为一个不容回避
和需要理性选择的重要话题。是将财富用于
为百姓造福、为社会谋利，还是拿来吃喝玩
乐、挥霍享受，不只是事关资源浪费的社会
问题，甚至可以成为判定党员是否具备党性

观念和宗旨意识的试金石。
共产党员也是人，也有着与普通民众一

样的情感世界与生活诉求，希冀改善家庭条
件、提高生活水准、让小日子过得好一些的
愿望并不为过，可以理解。但既然加入了党
组织，就应当具备有别于普通群众的大远
见、广胸怀、强素质和新境界。共产党员的
使命就是让天下百姓都过上好日子，其对幸
福生活的理解和追求就应当有底线、高标
准。就应该恪守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远离
挥霍浪费的世俗陋习，践行共同富裕的人生
追求，这些既是党内规矩，也是党员义务，更
是共产党人赢得民心的魅力所在。

共产党人的制胜法宝是密切联系群众，每
个党员的自身形象都事关和影响着党组织在
百姓心目中的团队形象认知。试想，当周围百
姓仍处并不富裕的生活水准时，党员明显超出
当地正常消费水平的买豪车、戴名表，如何不
引发群众的由衷反感，而其摆谱比阔、挥金如
土的“土豪”习气，又该对当地的党组织形象和
社会风尚产生怎样的负面影响。

纵观党章党规，反对生活奢靡和贪图享
乐的立场一直是鲜明和坚定的。别把“花自
己的钱”当作无关紧要的小事私事，克制欲
望、远离奢靡、戒除任性，考验的是党员的
党性定力、纪律观念和素质内功。

“自费”可否“奢靡”？

□ 郑桂灵

莫以“房产”论“中产”

□ 乾羽

司法裁判的“温情”示范

□ 符向军

媒介素养也是一种领导能力
□ 毛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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