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职工津贴沦为“纸上权
益”。以夜班津贴为例，上海、江苏、山东等地
执行的仍是上世纪90年代的标准，有的地方标准
甚至已沉睡20年。夜班津贴未能随着工资上涨水
平调整，甚至出现了职工连续工作12小时，夜班
费最低为4 . 4元的现象。（1 0月1 1日《工人日
报》）

放到上世纪90年代，上个夜班比白班多拿几
块钱，还算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但如今，20多年
后的今天，物价水平早已今非昔比，4块多的夜
班津贴甚至不够买上一碗面。相关规定的原地踏
步，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劳动者上中、夜班时的能
量补充需求。

津贴是为了补偿职工在特殊劳动条件和艰苦
环境下付出的额外和特殊的劳动消耗而支付给职
工的报酬。夜班打乱了人的正常生理节奏，会使
人产生不适感，危害健康。同时，经常上夜班还
影响了职工和家人的团聚交流，容易造成家庭矛
盾。发放夜班津贴的目的，就在于保障夜间从事
生产工作职工的身体健康，调动一线职工生产积
极性。我国《最低工资规定》明确指出，用人单

位应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剔除中班、夜班、高
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
件下的津贴后，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不过，对于夜班津贴的标准，国家层面并未
出台过相关规定，都是由各地自行制订。除了标
准参差不齐外，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滞后性。一个
地方的标准动辄执行一二十年，成为家常便饭。
最低工资标准年年调整，夜班津贴却从未听到
“涨声”，成为职工被遗忘的权益。

相关标准之所以能够“沉睡”，显然是一些
地方和有关部门在“装睡”。近来，媒体和公众
纷纷呼吁夜班津贴调整，却往往被置若罔闻。
2013年上海两会，市总工会专门递交了一份《关
于调整本市中夜班津贴的建议》的提案，但三年

时间过去了，上海夜班津贴依然在原地踏步。
或许，在一些部门看来，现在企业工资管

理已经比较规范，职工普遍按劳计酬，夜里加
班有加班工资，夜班费显得微乎其微、可有可
无了。实则不然，正如社会学家夏学銮所言，
“再小的权益也不能成为社会管理的真空”，
夜班津贴是针对上班发生在夜里所作的补偿或
增益，与加班工资的补偿性劳动报酬有着本质
区别，是不能被取代的。如果有关部门继续
“装睡”，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各级人大及其
常委会，有责任行使质询权唤醒有关部门，尽
快修订规定，提高夜班津贴标准，还可与职工
平均工资挂钩联动，实现动态调整，确保适时
增长。

食品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10月10日，有烟
台海阳市民反映，海阳一学校食堂存放猪饲料、
鸡饲料，用来给学生熬稀饭喝，给学生吃猪食、淋
巴肉等问题食品。当天，有上百名家长到学校讨
说法，并向当地政府部门投诉举报。10日下午，海
阳市政府发表公开信，称其针对此事已经成立了
专门工作组，并责成教体局、市场监管局等部门
立即对学校食堂的食材进行抽样检测。（10月11
日新华网）

学校食堂的食品安全，因其具有就餐人数
多、人群敏感等特点，本应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重
点领域。不幸的是，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有关腐
败变质的烂菜、地沟油、学生中毒等校园食品安
全事件难免让人担忧。这次“让学生吃饲料”事件
如果情况属实，相关责任人必然要面临严苛的惩
罚；当然，如果情况有出入，也不要冤枉人。

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不管真相如何，都
足以让更多的学校反思和自查。我们知道，一
些地方正在推进学生午餐工程，这就意味着未
来将有越来越多的学生需要“放心午餐”，然
而，让孩子们吃饱吃好是一切良好教育的基
础。所以，针对家长的举报，弄清真相是第一
步，相关职能部门应进行深入而公正的调查，
给社会一个交待，毕竟孩子们的健康和真相都
不容含糊。

近日，浙江省台州市椒江法院作出判决，认
定台州市椒江区环卫处原主任李卫民利用职务
之便，多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14万元，构成受贿
罪；并与贪污罪、私分国有资产罪等数罪并罚，
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47万元。

从2013年起，李卫民在环卫车辆采购、垃圾
填埋场除臭业务承包、环卫基地工程承包中多
次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好处。有意思的是，每

次收受好处，李卫民都拒绝收受现金，只收礼品
礼卡。他事后透露，不收现金在他看来就不是受
贿，而收礼品礼卡则可以解释为“礼尚往来”。

从李卫民的腐败案件中不难看出，小权力
也可能滋生大腐败。任何公权力如果失去有效
的制约和监督，都会产生腐败的空间，需要长鸣
警钟、严查死角。

（10月9日《浙江日报》）

广东最近出台的中小学地方综合课程指导
纲要把了解广东菜系、品鉴和制作广东美食纳入
中小学课堂。记者了解到，已有不少广州的中小
学开设有相关的烹饪课、煲汤课；有些学校的课
外活动也将粤菜作为广府文化的重要内容，组织
学生进行学习了解。（10月11日《广州日报》）

去年，教育部联合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
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强调
要抓好劳动教育的关键环节，学校可以开设家
政、烹饪、园艺等相关课程。在这样的背景下，粤
菜进校园自然也不是什么意外；在大众层面受到
欢迎，同样不是什么意外。

只是，应该走进校园的，绝不仅仅是粤菜。这
两天，有幸见到著名古建专家阮仪三先生。阮先
生讲到了“留得住乡愁”，很是担心乡愁的庚续问
题。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他们处在一个现代化、
标准化、流动化的环境中，等他们长大了，还会有

“乡愁”吗？这是一个成年人无法回避的问题。
乡愁体现了对于家乡的情感，扩散开来就是

对于国家的情感。这是一个人精神的原点，是一
个人心灵的港湾。因此，乡愁不应该是一代人的
专利，应该一代又一代地存续下去，“历千万祀，
与天壤而同久”。这种对乡愁的培养，应该从小抓
起，从娃娃抓起。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他们从小
就被当成一个标准件来培养，很难接触到纯粹的
地方文化，包括一些我们深以为傲的地方文化。

在这样的文化情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很难说懂
自己的家乡。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思考传统文化、
地方文化能不能进校园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通
过学校这个平台，让孩子从小就接触到地方文
化，包括地方美食、地方戏剧等，并不是说一定要
把他们培养成什么方向的人才，但等他们长大
了，从小接受到的教育，就有可能让他们成为具
有乡愁的人。笔者的家乡扬州，是一座历史文化
名城。近年来，有关部门把一些与扬州有关的诗
词，通过“经典诵读”的形式送进校园，就是一种
有效的探索。

粤菜作为广府文化的重要内容，不是可不可
以，而是应该如何进校园的问题；不是现在进，而
是早应该进校园的问题。当然，粤菜进校园面临
巨大的挑战，比如拿啥教、谁来教、如何教的问
题。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千难万难，只要重视
就不难”，只要摆正了认识，终能得到有效推进。

教育是培养人才的，未来的人才，肯定具有
相当大的通适性，这也决定了教育必须讲好“普
通话”。但是，以中国文化之渊博，各地之不同，也
不能把学生当成标准件来打磨。这也决定了，教
育同样需要讲好“地方话”。当下教育中，“地方话”
讲得远远不够，要让更多地方传统文化进校园，
以此培养千姿百态的学生。也只有这样，我们的
孩子长大了，才会像我们一样拥有乡愁。

作 者/ 唐春成

随着广东省出台新版计生条例，目前全国至
少已有29个省份在当地新版计生条例中明确了
陪产假的期限。其中，最短的是天津和山东，陪产
假有7天，最长的则有1个月之久。记者调查发现，
多数人能享受到足额的陪产假，但也有一部分人
的陪产假遭遇了被“缩水”，甚至有人面临有假难
休的尴尬。（10月12日人民网）

“陪产假”，顾名思义，是指丈夫在妻子分娩
期间基于对妻子和新生儿的照顾而享受的一定
期间的假期，它不仅对夫妻婚姻关系的和谐稳
定，而且对于家庭的幸福，社会的文明发展皆具
有重大意义。各地陪产假差别太大，与国家没有
统一的规定有关。

落实“全面两孩”政策，不应搞明显的差异化
对待。都是陪产假，差别也就不应太大。即便各地
具体情况不同，难以做到整齐划一，也应该做到

“八九不离十”，以实现相对的统一、相对的公平。
要达到这样的预期效果，各地在确定假期时，要
切实“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经过深入调研和科学
论证，权衡多方利益后三思而“定”，国家有关方
面也不妨就陪产假确定的原则、程序甚至计算公
式等进行明确，并给出“参考值”或明确“上下
限”，以指导地方合理确定陪产假天数，实现相对
的公平。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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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班津贴补助标准，该变变了
□ 张枫逸

学生有无吃“饲料”

弄清真相是第一步
□ 吴左琼

该走进校园的不仅仅是粤菜

□ 毛建国 都是陪产假

差别不应太大
□ 张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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