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的《河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于
2018年7月22日正式提交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初审，2018年9月20日审议通过,于2018年12
月1日起施行。这部《条例》引人关注之处在
于其明确规定了“已成年且有独立生活能力
的赡养人要求老年人给予经济资助的,老年
人有权拒绝”,此规定被诸多媒体解读为“立
法禁止啃老”,继而引发舆论关注。

在立法禁止啃老这条路上，河北不是第
一个，江苏省早在 2011 年就有类似规定，此
后吉林、浙江、山东等地也出台过类似的条
例。而几乎每一次出现，都会形成巨大争议。

新《条例》之所以引发外界的普遍关注，
就在于其中明确规定了“已成年且有独立生
活能力的赡养人要求老年人给予经济资助
的，老年人有权拒绝”。《条例》规定本身没有
问题，但是在媒体的报道，尤其是一些网站、
自媒体的“标题党”现象中，却被误读为地方
政府“立法禁止啃老”，进而引发了公众不小
的误解。

“立法向啃老说不”和“立法禁止啃老”，
看上去是一回事，但实际上并不是。年轻人

“啃老”不仅仅是一个法律层面的问题，更是
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如果把上述两者混为
一谈，很容易造成公众在理解上的偏差，进而
让《条例》本身被质疑，也就削弱了地方立法
的权威性，影响了法规条例的落实和执行。

“立法向啃老说不”是有一个前提条件
的，那就是已成年子女的“啃老”行为遭到了
老人的反对，也就是在老人反对“被啃老”的

前提下，法律可以站在老人的
一边为老人权益撑腰。反过
来说，如果有老人家庭条件很
好，而子女工作不如意，经济
条件不好，所以老人自愿资助
子女把生活过得好一些，这是
国家法律所不反对的。这就
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媒体把

“立法向啃老说不”解读为“立
法禁止啃老”是错误的原因。

“啃老”是法律问题，但更
多的还是一种道德问题，尤其
是每家的情况都不尽相同，如
果法律“一刀切”地禁止年轻
人“啃老”，一方面在法规条例
的落实上成了“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最终导致条例成了空
文，流于形式；另一方面，也未
必会得到百姓的认可与支持，成了一种“出力
不讨好”，这显然是与地方政府立法原则相背
离的。

地方政府以立法的方式向“啃老”说不，
就像当年的“常回家看看”入法一样，更多的
意义在于一种价值引领，一则告诉
那些正在“啃老”或准备“啃老”的年
轻人，这种行为是为社会道德与国
家法律所不容的；二则是告诉“被啃
老”的父母，如果自己不愿意子女

“啃老”，那么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手
段向子女“说不”，以保障自己的合
法权益。尽管在现实生活中，真的
和子女因为“啃老”问题而诉诸法
律、对簿公堂的肯定少之又少，但是
这样的法律保障，却不能缺席。

“啃老”现象的发生是有着深层
次的社会原因的，仅靠道德或仅靠

法律，都难以很好地解决问题。如果说以前
主要靠道德的自我调整的话，那么随着越来
越多地方开始以条例的方式对“啃老”立法，
也就意味着开始借助法治的力量来予以引导
和规范，这当然是值得肯定与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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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华
中 科 技 大 学 的
宿 舍 管 理 员 金
林 君 退 休 了 。
想 着 马 上 要 离
开 朝 夕 相 伴 的

同学们，金阿姨心里难过，写了一封告别信。她舍不
得大伙，大伙更舍不得她。信发出后，很多在校乃至
毕业多年的学生，都纷纷表达对她的留恋和感谢，祝
她身体健康，幸福快乐。还有人送来了围巾、手套、折
纸……

一位普普通通的宿管员，能让这么多人感动、不
舍，离不开她平时工作的尽心、用心。

对分内工作她干得仔细。一栋楼里几百个学生，
她每个都认识，不少人光看背影就知道是谁。在退休
的前一天，金阿姨还赶了两个小时的路到学校，把宿
舍楼前的积雪清扫干净。在一些容易打滑的地方，还
找来草垫子放到上面。

在工作之外，她更愿意往前再走一步。她把这些
小伙子、大姑娘当成自己儿女一样，有空就跟他们聊

天谈心，解开心里头的疙瘩；赶上谁病了，她在家做好
饭、炖了汤给送去；遇着家里不宽裕的贫困学生，她不
是把路费塞到手里，就是帮着介绍家教的工作。

对待工作，不同的态度，决定了不同的成就，也决
定了他人不同的评价。在金阿姨身上，我们看到了敬

业者最鲜明的特质：勤于业与精于业。
前者是专注于本职工作，踏踏实实、

勤勤恳恳，不懈怠、不敷衍。只有专注才
能深入，工作上的边边角角就都能抠得
细致、干得认真，堵上漏洞、减少失误。
要是处处应付了事，难保不出岔子、不生
乱子。

后者是精益求精，让工作尽善尽美，
提升“附加值”。假如只拘守在岗位职责
的条条框框里，只求不出错、不出格，怎
能做到出新出彩？就拿金阿姨讲，若是
她只想看住宿管的“一亩三分地”，又怎
能收获如此真挚的赞誉和祝福？

孔子讲，执事敬，就是希望每个人都
能对事业尽心尽力。个人事业或有大小

之分，但敬业做事之心绝无高下之别。再寻常的工
作，只要做专做精，一样能收获一份充实、赢得一份尊
重。

就像在季羡林先生笔下，再平凡不过的马缨花、
二月兰、洋槐花，也会勃勃盛开，装扮城市，不负阳光。

依托福彩网点的延伸，有助加强
临时救助机构的规范化和正规化建
设，最大化体现“让专业人做专业事”
的原则。延伸福彩网点的其他功能，
也有利于福彩事业本身的发展，看似
有些“不务正业”，却是福彩事业功能
的扩大化，是福彩“公益”和“公共”本
位的回归。

进入严冬，为尽最大努力救助生
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目前北京全
市2000余个福利彩票销售网点已经
收到通知，向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
员开放。这些网点作为临时避寒点，
可帮助流浪乞讨人员或遇到突发临
时困难的来京人员联系所在区的救
助站，并根据网点条件向他们提供热
水、食品等基本物资。

此次北京市民政局将全市 2000
余个福彩销售网点纳入临时救助点
并对外开放，是在通州区开展福彩网
点临时救助基础上的扩大实施，丰富
了“民政救助中心—临时救助点”救
助体系，让救助在实现专业化、协同
化的同时，更好地做到了救助领域广
覆盖，为提高公共救助水平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福彩网店成为临时救助点，是对其分布广泛优势的有
效利用。临时救助主要是对基本生活陷入困境、其他社会
救助体系暂时无法覆盖或救助后基本生活暂时仍有严重
困难的家庭或个人，给予的应急性、过渡性救助。比如身
无分文的流浪汉或走失的老年人等，都需要获得临时性救
助以渡过难关，否则就会陷入生存困境，甚至面临生命危
险。在最寒冷的冬季，流浪乞讨人员、走失老人等如果长
期得不到有效救助，很可能在饥寒交迫之下出现被冻死或
饿死的悲剧。作为最基础的民生工程，临时救助的重要性
不言自明，建立一个广分布、全覆盖、有保障的救助体系，
除了要有质量体系和救助内容的提升，同样离不开救助网
点合理布局的数量要求。

作为城市分布最广泛和最常态的机构之一，福彩网点
提供临时救助，为建立广覆盖的救助体系创造了有利条
件。北京2000多个网点向流浪乞讨人员开放，1000个挂牌
长期作为临时性庇护站，使临时救助有了坚实可靠的承载
主体。一方面，此举让需要救助的人员在城市的大多数地
带和角落都能得到临时救助，最大化体现“就近救助”和

“即时救助”的原则，使救助的社会功能得到最优化呈现；
另一方面，依托福彩网点的延伸，有助加强临时救助机构
的规范化和正规化建设，最大化体现“让专业人做专业事”
的原则。延伸福彩网点的其他功能，也有利于福彩事业本
身的发展，看似有些“不务正业”，却是福彩事业功能的扩
大化，是福彩“公益”和“公共”本位的回归。

现实中，临时救助面临的最大困境在于“应救”与“愿
救”之间的矛盾。一些人尽管属于被救助的对象，但由于
种种原因，包括履行救助的程序太复杂，救助网点太少或
太分散，未能最大化体现方便和就近的原则，致使临时救
助的功能和效率受到影响，也给被救助对象主动寻求救助
的意愿造成不小的影响。比如，一些流浪汉明明属于被救
助的对象，他们宁愿在街头流浪，也不愿意主动寻求救助，
固然跟个体的认知有很大关系，同时也与救助机构未能很
好地发挥主导性作用有关。如果临时救助机构能够更加
主动和积极一点，从被动接受到主动上门服务，比如在严
冬时节等特定时期为特殊人员主动送上温暖，加大帮扶救
助力度，救助覆盖面就会更大一些，救助效果也会更好一
些。

借助福彩网点等公益机构扩大临时救助的范围，拓展
救助功能，属于国际通行做法，发达国家已探索出许多成
熟的做法和经验。国内一些城市利用公交车设立“走失者
守护站”，为走失的老人、儿童提供帮助，也是优化救助服
务的积极尝试，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福彩网点提供临
时救助的最大意义，不仅在于拓宽了救助的渠道，更在于
模式创新下的思维创新，为进一步提升和优化救助服务创
造了条件，让城市公共服务和城市生活更有温度。

在 古 代 ，师 父
带徒弟，师父如父
亲，讲究的是尊师
重道。随着时代变
迁，这种纯粹的师
徒关系越来越少。

小王从农村出来，在一家工厂上班。由于工作难
找，加之小王没有什么技能，学历也不高，为了以后打
算，小王就跟着车间的老师傅学习技术，这一学，就是
整整一年。在这一年时间里，小王每个月只拿一千六
百元的工资。小王心想能学到技术，也就一直咬牙坚
持。毕竟能学到一技之长日后是可以养家糊口一辈子
的。

其实，工厂的老师傅不太愿意带学徒。毕竟教会徒
弟就要饿死师傅。不过，小王是个很有灵性的小伙子，
硬是央求着老师傅带他。平日里，小王特别勤快，一有
时间就跟在老师傅屁股后面。对于老师傅安排的活，也
都是尽心尽力去做到最好。可即便如此，老师傅平时对
小王也都是板着脸一副很不耐烦爱答不理的样子。不
过，倒是相安无事。

前几天，发生了一件事，打破了公司里的平静。老
师傅有事情请了几天假，老板心想小王已经跟着老师

傅这么长时间了，应该多少也学到了一些技术。更何况工厂里的机器平时也没有
什么故障，不会凑巧到老师傅不在就会出问题。

但是，事情就是这么凑巧的。老师傅一走，机器就故障了，小王怎么修都修不
好。老板当时就发火了：“跟着学了这么久，怎么连这点小问题都搞不定？”

小王听完这话不乐意了，他跟老板说：“你自己去问问老师傅去，他什么时候主动
教我东西了。碰上关键点的技术，还要把我支开，我要帮忙都嫌我碍事。平时把他当
大爷一样伺候着，什么时候把我当徒弟了？你说，你要是这种师傅带，能学会吗？”

听完小王这番抱怨，老板一句话没说走开了。小王也不知道自己这通话会产生
什么后果，不过自己说的都是实情。

在2018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培
养学生们的综合素质和创新思维，成
为关注的焦点之一。国家发展需要创
新人才，学生成才需要创新教育，可以
说，创新也是生产力。不过，培养创新
型人才不只是大学的事，培育创新思
维的基因需要从小学、中学时代就开
始。

当前，很多高中的创新教育被“高
高举起，轻轻放下”。不要以为办几次
讲座、做一做科学实验、偶尔到企业参
观，甚至贴几幅宣传海报、出几块板
报，就是创新教育了。这样的创新教
育做的只是表面文章，就像给器物上
色，看似表面染上了颜色，但其实内里
还是原来的样子。而真正的创新教育
应该是深入骨髓的，必须在课程体系
和评价体系上用足心、下足功夫。

很多时候，创新教育走的是一条

前人未走过的道路，本身就需要创新，
尤其要在制度上给予充分的保障。例
如，深圳中学设计并实施了以标准、实
验、荣誉为主体的三大课程体系，供不
同需求、不同特质的学生入校时自主
选择，并与腾讯、华为等企业共建了
10个创新体验中心，与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深圳大学、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等高校共建创新体验式教育平台。

单一的评价标准容易导致千人一
面。因此，改革学生评价体系，为创新
培养设“文凭”，成为学校创新课程体
系的“辅助技能”。学生可以通过校外
学习、网络学习、国际交换学习等方式
换取或免听部分相关课程以获得学
分，“会了的不用学，感兴趣的可多学，
研究性的深度学”。我们还大胆改革
入口端，和华为合作设立“深圳中学—
华为特殊人才奖”，已破格录取两名总
分不够格、却有特殊专长的偏才，并实
施有针对性的培养计划，促进创新人
才的成长。

构建一流的创新教育氛围，种下
创新思维、培厚创新土层，应当是一流
中学的共同特质。

王某于 2011 年 2 月到某公司从事维修
工作。2017年3月，双方签订了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合同约定王某从事操作工工作，
某公司根据工作需要，按照合理诚信原则，
可依法变动王某的工作岗位。

同年 10 月，王某参加了某公司组织的
TPM2人员培训。后公司通知王某到TPM2
岗位工作，并告知王某拒绝到岗的相应后

果，但王某予以拒绝。同月21日，公司再次
征求王某意见并再次被王某拒绝。同日，公
司向王某送达了岗位调动通知书，通知书载
明了相关调岗情形以及不服从调岗的相关
后果，王某未到岗。同月23日，公司向王某
出具退工通知单，通知单载明：兹有王某由
于非本人意愿解除劳动合同等。王某在通
知单上签字。

后王某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解除劳
动合同的赔偿金。

那么，员工拒绝调岗，用人单位是否能
解除劳动合同？带着这一问题，记者日前咨
询了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法官孟定军，孟
法官就此问题进行了解读。

用人单位依法享有合理的用工自主
权。用人单位因客观情况变化和生产经营
需要，对人员岗位进行适当合理调整，属于
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本案中，劳动合同
中约定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可依法变动王某
工作岗位的条款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
定，应属有效。

王某作为维修钳工，对生产设备有一定
的了解，新调岗位主要从事生产为主维修为
辅的工作，公司亦给予员工自行选择原维修
区域的生产岗位，故王某经过培训后应能胜
任，且TPM2岗位工资待遇在原考核奖金的
基础上另增加TPM2考核奖，工资待遇不低
于王某原岗位。因王某不同意岗位调动，单
位多次与其沟通并书面告知相应后果，王某
均不服从岗位调整。

用人单位依法在合理范围内对劳动者
进行岗位调整，且履行了相应的程序，劳动
者无正当理由不服从用人单位管理，用人单
位可根据单位规章制度、员工手册，依法解
除劳动合同。

七 夕 谈

用敬业提升工作附加值用敬业提升工作附加值用敬业提升工作附加值

□商旸

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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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

员工拒绝调岗，用人单位是否能解除劳动合同？

构建一流的创新教育氛围

□朱华伟

师
与
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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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二
）

□ 本报记者 范建设
对“啃老”立法重在价值引领

□苑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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