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媒体聚焦

○张培国

不少网友不无诧异地表示：“夜班还有
津贴？ ”夜班是应该有津贴。 因按照相关规
定，诸如延长工作时间的中班、夜班，以及
在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环境
工作，职工都应获得津贴。 如某地从 1995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的《关于调整中、夜班
等津贴标准的通知》规定 ：从事夜班工作
到 24 点以后下班的， 夜班津贴标准调整
为 3.4 元。 从事夜间连续工作 12 小时的，
夜班津贴标准调整为 4.4 元。

就是这样的明文规定，很多本身正在
上着夜班的网友却表示 “从未听说 ”，可
见，夜班津贴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被遗忘
的角落”。 多地职工的夜班津贴多年没变，
更可见， 它实际上已经处于企业用人管
理、劳动权益维护的“真空”地带。 夜班津

贴的调整幅度，应以满足劳动者在夜班时
补充基本能量需要为标准，相当于夜宵标
准。 每天三四元，又如何满足职工上夜班
时补充基本能量的需要？

更不可思议的是，十几二十年前，职工
上一天夜班可得 4.4元津贴；十几二十年后，
夜班津贴竟然还是 4.4 元，保持着原地踏步
的姿势，甚至原地踏步都算不上，因为现在
的货币价值，已根本无法等同于十几二十年
前。何况，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已从十几二
十年前的两三元涨到了如今的一两千元。难
道夜班津贴，不该随着最低工资标准、随着
居民生活的物价指数而同步上调？夜班津贴
仅 4.4元，买碗面都不够啊。

需强调的是，“蚊子再小也是肉 ”，夜
班津贴数目虽小，也关系到一线岗位职工

的收入增长。 数年没变的夜班津贴，其补
偿作用越来越小，几近于无，会损害职工
的合法劳动权益，会成为阻碍职工劳动幸
福指数提升、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有关部门应将夜班津贴与当地最低工资
标准进行联动调整，因为最低工资标准往
往是根据物价水平作出的动态调整，以保
障职工们的合法权益。

有一种情形也必须厘清：加班费不等
同于夜班津贴。 夜班津贴，乃针对上班发
生在夜里所作的补偿或增益，与在夜里上
班是否为加班无必然联系；即使夜里上班
算作加班，用人单位在发放加班工资的同
时，也必须执行夜班津贴发放制度。 劳动
者要当心被用人单位忽悠。

（详细报道见第 10 版“关注”）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街一家民营公司自
2012 年起设立孝顺金，即公司从员工月薪
中扣除 10%或 5%作为孝顺金直接打入员
工父母账户。 此外，公司还根据员工工作
年限给予额外补贴。 该公司负责人吕美叶
称，公司一年支出孝顺金 20 多万元。 “孝
顺金既启发员工孝敬父母，也帮公司留住
了人心，缓解了员工流失与招工难问题。 ”
(10 月 13 日广州日报)

应该说，广州这家民营公司此举不但
形式新颖,而且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孝文化,
值得提倡。更加可喜的是,作为一种奖励方
式,这种“孝顺钱”将长期发放,使企业不仅
有效履行了社会责任，给员工的父母带去
了惊喜，同时也用这种温情制度激发出了
员工的精神动力和工作热情, 维持了企业
的良好运转，可谓一举两得。

由此来看，给员工的父母寄发 “孝顺
金”,与其说是一种奖励方式，不如说是一
种企业感恩文化，在这种感恩文化下,孕育
着罕见的忠孝两全———既敦促员工向父
母尽了孝道, 又提高了员工对企业的忠诚
度。 虽然几百元的“孝心钱”不足以证明企
业如何厚待员工, 但是在当前不少农民工
面临讨薪难的语境下，这份正常工资之外
的“孝心钱”,可以说是企业代员工尽孝的

人性化管理之举,更是一份温馨亲情保障。
从另一方面讲 ,发放“孝顺金”有利于

倡导、丰富企业的文化内涵,培养员工对企
业的归属感,引导感恩的社会氛围。从某种
意义上，其导向意义并不是这些钱所能比
拟的。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相信受“孝顺
金”感染的员工又有什么理由不去努力工
作,回报企业、孝敬父母呢？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孝道、讲情义的优秀

民族,“衔环结草”“投桃报李”“知恩图报”都是
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传统美德。 对于一个企
业来说,感恩文化,不单单是企业员工共享企
业发展成果和福利待遇有多高, 更多的是体
现在企业对员工的尊重程度上。 由广州这家
公司来看，这种尊重表露得一览无余。此举也
必将更加激励员工以企业为家, 为企业奉献,
进而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 愿发放这样
“孝顺金”的企业越来越多。

工会热点

○陈晓燕

金秋十月， 新一年的工会集中助学活
动暂告一段落，无数寒门学子在工会叔叔
阿姨们热忱的关爱和鼓励中开始了自己
的象牙塔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 ，各地工会金
秋助学的规模越来越大。 覆盖人群进一步
扩大，比如将困难农民工子女纳入救助范
围， 从本科大学新生扩大到专科乃至小
学、初中、高中；救助标准逐年提升，且从
入学第一年的“一次性”救助发展到在校
期间的跟踪帮扶；资金来源渠道日益多样
化，除了工会的帮扶资金，各级工会还积
极争取党委、政府（行政）支持，同时发动
社会爱心人士、社会组织参与到助学行动
中。 越来越多的贫寒学子感受到了党和政

府的关爱、工会组织的温暖以及来自社会
的善意。

除了“发钱”，工会组织能做的 、已经
在做的还有很多。

比如精神和智力帮扶。 有的学生经历
坎坷，缺乏亲人关爱；有的学生因家境贫
困产生自卑心理， 看见家境好的同学派
头，可能产生攀比、心理不平衡心理；有的
学生因条件所限缺乏开阔视野的机会
……这些情况呼唤工会组织在物质帮扶
的同时， 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品德培
养，注重对学生的精神和智力帮扶。 可喜
的是， 越来越多地方工会意识到了这一
点，采取了相应措施：工会干部通过结对
帮扶或召开座谈会，与帮扶学生保持经常

性的联系，了解其在校学习生活和精神状
况，担当其良师益友；提供心理热线，请专
业人员解答学生心理疑惑；组织开展夏令
营、参观教育、劳模导师等活动，使学生增
长见识，增强其立志成才信心；等等。

比如就业帮扶。 在就业 “拼爹 ”的当
下，有的贫寒学子往往因为资源劣势难以
找到工作。 针对这种情况，不少地方工会
将助学的链条延伸到助就业上。

比如，帮助符合条件的困难职工家庭子
女享受、落实国家助学助业政策；借助社会组
织的资源和力量，拓展助学新渠道、新项目；
建立助学反哺、 接力助学等长效助学机制
……各地实践表明，工会金秋助学，正日益走
向多层次、社会化的帮扶格局。

■启事：请本版相关文章作者速与本

版编辑联系，以便寄发稿酬。本版文

章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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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各位网友关注 @ 广东工会 、@
南方工报，更多话题，期待与你一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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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顺金”是企业代员工尽孝的人性之举

金秋助学除了发钱，工会还需要做什么？

夜班津贴要沉睡到何年？职
○李秀荣

工点题

向我学勤劳？
别学成过劳！

【廉价救命药短缺 专家：应建储备制
度】一些廉价救命药，由于需求量少、生产
成本高，导致厂家生产不积极，即使加价
市场上也很难寻觅。专家表示，解决短缺，
不能简单地靠涨价，应建立专门的国家储
备制度，给予企业补贴、优惠，同时公开供
需信息。

dlshuijun：廉价“救命药”经过改头换
面都成了乌七八糟的“新药”了，还到哪里
去找廉价“救命药”？ 怎么能不贵？

冰心一片绿：服务大众健康的廉价药
品与市场的趋利本质发生冲突。

梦中的梦 V：我不想知道它是怎么没
的。 我想知道什么时候这些救命的药能
有。

【广州拾遗品 6 月内无人认领，拾获
者可得价值 10%奖励金 】《广州市拾遗
物品管理规定》12 日获得审议通过。规
定明确，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
六个月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处
理无人认领的物品后，公安部门按拾获
财物价值百分之十的金额对拾得人给予
奖励。

菲 YA 菲：10％太多了，再说本来一件
美好的事情被强制执行的话就变味了，非
常不支持。

开心闲人 8： 想法的初衷是好的，但
同时是很幼稚的，因为路不拾遗是中华民
族的美德， 国家有关法律也有明文规定，
作为一个副省级市制定这样的规定有画
蛇添足之嫌。

莲台之旁：奖励和惩罚并行最好。 主
动上交，由物主奖励百分之十，无物主一
年后可以归拾得者。 但是拾得者若不主动
上交，也有相应的法律惩罚。

【向我学勤劳？ 别学成过劳！ 】近日英
国《卫报》报道称，研究发现中国劳动者年
均工作 2000 至 2200 小时，文章号召英国
人向亚洲经济体学习。不过，国内劳动者
多是吐槽“被迫勤劳”。专家认为，中国法
定劳动时间已逐渐与国际接轨，但随着社
会竞争和压力加大，过度劳动的问题应引
起关注。

-依然偷着乐-：劳动力仍然是中国最
能拿得出手的优势！

我等另一个我： 产业低端， 这是现
实， 没有办法的事情。 中国只能慢慢调
整。 一个国家，不能只有服务业、工业与
农业。 一个国家要在任何阶段都保有高
中低产业， 只有这样国家才不完全受制
于全球市场。

噢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 ：为了生
存 ，不可避免 。 或者英国应该拿自己当
年工业化历史来看今天中国的工业化
进程 。

（孙科琳 整理）

企企业业

我们代表你们的孩子
感谢这么多年来的养育之恩!

孝孝顺顺金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