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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说纷纭

社会棱镜

就业不只是“利益对接”

为职工体检也应走精细化道路
7月10日，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

一人民医院游利教授在接受采访时
透露，维生素D缺乏已成为威胁我国
居民健康的重要隐患之一，她呼吁在
企事业单位职工体检中积极推动相
关检测的普及。“职工体检覆盖率越
来越高，但在具体项目上还应进一步
精细化管理。”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三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王芳教授也
表示。

为职工定期体检，可以说既是对
劳动者的关爱，也是在为事业的发展
增强后劲。尤其是，一些职业病通过
早期体检发现问题，就能够实现早治
疗早治愈。而对一些其它病症来说，
比如一些常见病，血压、血糖、心脏等
方面问题，通过体检检查出来，患有
潜在病症的广大职工，就能够得到及
早发现、干预，实现及时治疗，从而有
效避免病情的恶化。

无疑，用人单位唯有将体检往
“精细”里做，广大职工才和单位心贴
心。这就需要，用人单位选择体检医
疗机构要慎之又慎；在体检的各项指
标中，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职工的需
求。比如，除了常规性的胸透、血常
规、彩超、心电图、骨密度等多种体检
项目，有必要根据职工的年龄，确定
重大疾病相关的体检项目。

同时，于职工而言，面对单位给
自己提供的健康福利——体检，也需
要重视起来，认真对待，而且对身体
健康出现的一些细小问题不要忽
视。比如，按照体检结果，主动按照
医生的要求或锻炼或吃药，或改善营

养配比等，使身体状况保持最佳的状
态。切莫因为大意和不在意，而耽误
了一些疾病的诊治。

不过，笔者以为，即便没有单位
组织的体检福利，于个人而言，也应
该重视平日体检。尤其是，现如今人
们的生活水平虽说有了极大的改善，
但与之相伴的是竞争和生活压力的
加大。为此，身体定期检查与保养至
关重要。不能等到出现大问题了，才
懂得去检查和诊治，要防患于未然，
定期体检，这既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
家人。

实际上，《劳动法》第五十四条规
定，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提供符合
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

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对从事有职业危
害作业的劳动者应当定期进行健康
检查。尽管这是针对职业病范畴的
规定，但为了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
力，为了更好地配合现实的人力资源
管理，用人单位当重视员工的体检，
并组织好员工体检。

职业健康监护工作作为一个系
统工程，不仅仅需要重视，更需要在
职工健康管理上，尤其是健康体检
中，走好“精细化”道路。唯其此，才
能充分保护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权
益，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病，既推动
自身事业的发展，又助推社会经济的
发展。

（李雪）

自残求假
暴露法规执行漏洞

7月2日,贵州贵阳民警接到报警,一男
子在建材巷被人持刀抢劫,受害人马某大
腿被折叠刀刺伤,缝了五针。办案民警通
过缜密工作发现,这是一起报假警案件。
最终马某交代:他常年无休，患有轻度抑郁
症。他说实在是太想休息了,就自己捅自
己一刀,受伤了就不用去上班了。

“自残求假”暴露法规执行漏洞。《劳动
法》规定,劳动者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
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加班
需要与劳动者协商,最多每天不能超过3小
时,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并且加班必须
支付加班费。但许多企业漠视法律法规,
将劳动者的权益踩在脚下。当地劳动监察
部门应该立刻行动,调查马某所言是否属
实,要依法对老板进行处理,让其为漠视职
工休息权、严重侵犯劳动法和劳动者权益
的行为付出代价,还要举一反三,加大巡查
力度,畅通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斯涵涵）

期待“千车让道”
成为汽车文明的开端

7月7日下午，一辆救护车从东莞开往
深圳南山医院时遇到堵车，前方车辆纷纷
往道路两侧避让腾出位置，硬是在十分拥
挤且堵塞的车流中空出一条“生命通道”，
让救护车仅用3分钟（正常情况下预计通行
时间需半小时）就通过了拥堵路段，最终顺
利到达南山医院。

2014年6月，深圳在全国率先对“120”
网络100多台一线救护车安装行车记录仪，
启动“无忧避让”救护车系统，对超过设定
时间不避让的，依法予以罚款、扣分。正是
这样的规范、引导和惩戒，才使让行成为大
多数司机的一种下意识的行为。“千车让
道”只在深圳一个城市出现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期待着这一事件能够成为中国汽车文
明的一个开端。

（苑广阔）

“相亲价目表”
是社会“伤疤”的展示窗

最近北京不少公园存在的“相亲角”引
发热议。报道中提到的“相亲价目表”，简
直像个点菜单，把人像一道一道菜肴般分
成三六九等，明码标价。

实际上，“宁愿坐在宝马上哭，也不愿
坐在自行车上笑”的婚姻价值观，早就不算
稀奇了。君不见，各地动辄10万、20万的
天价彩礼早就让许多“有为青年”望媳妇兴
叹了。放大了说，通过“相亲角”，我们看到
的，不只是当下年轻人的婚姻价值观，而且
是社会在阶层流动、地域歧视、性别歧视中
赤裸裸的残酷真相。说到底，“相亲角”只
是用直观的方式展示了我们身上早就存在
的“伤疤”。 （曾炜）

近期，多个二线城市积极投身
“百万人才大战”，吸纳高校毕业生就
业。在一线城市“拼命赶人”，二线城
市“疯狂收人”的大背景下，如何选择
就业去向，成了今年数百万毕业生共
同面临的“纠结”。

各个城市吸引人才的计划有着
相似性，无论是武汉推出的九大政
策，长沙发布的“人才新政22条”，还
是成都大力推进的“蓉漂”计划、人才
安居工程，南京发布的《人才安居办
法》，都在力推以落户指标、住房保
障、安置补助为主打的保障政策。这
种集体性的行动再次表达了一种趋
势的强化：户口、住房、补贴已成为大
多数毕业生择业时最为关心的内容，
城市的人才招纳政策正在按这一代
高校毕业生的普遍诉求进行“定制”。

归根结底，对于多数毕业生而
言，就业去向的选择是基于个人利益
的权衡。换句话说，毕业生无论是选
择一线城市还是二线城市，主要是看
其能否提供足够多的优质资源与发

展机遇。然而，在幅员辽阔的中国，
还有许多不知名却急需人才的地方，
难以在“百万人才大战”中刷出存在
感，若是所有毕业生均以“利益对接”
为标准选择就业去向，这些地方又该
如何引进人才？

诚然，物质生活的保障是基础，
年轻人在就业时对薪酬待遇、发展空
间有所考虑，也无可厚非。但是，青
年的选择就是国家的未来，如果年轻
人只以“保障”“户口”“薪资”“城市”
衡量就业，我国大片的后发地区就会
处于“被抛弃”状态。而从年轻人自
身的角度讲，就业不仅是为了谋求生
计，而且还是开掘和发现人生价值的
途径。这种“开掘”，需要更宽的视
域。

在海南鹦哥岭的工作站里，27名
大学生在致力于森林保护的过程中，
实现了他们保护自然的人生理想。
在西藏边陲的军营里，河南千余名大
学生志愿兵在戍卫边防中，实现了他
们保家卫国的价值追求。仔细看过

他们的访谈的人会发现，对这片土地
的热爱、对家国的担当，已经和他们
所追求的自我融为一体，让他们获得
了沉甸甸的幸福感。

其实，在日趋多元的评价体系
中，“成功”已经有了宽广的内涵。“扎
根”田野间，亦能走上人生的巅峰。
彭国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湖南
省宁乡县南洲村飞出去的“金凤凰”，
怀着对故乡的眷恋与深情，回村当起
了支书；秦玥飞，耶鲁大学高才生，没
有选择去年薪百万元的跨国公司，没
有选择到大城市，毅然决然扎根农
村，做起了村官。他们活出了自己的
态度，活出了自己的率性。

“我们活在世上不是为自己而向
生活索取什么，而是试图使别人生活
得更幸福。”这句名言未必是在唱高
调，而是说出了“马斯洛需求”中高层
次的需求。在选择就业去向时，毕业
生不妨放宽眼界，跳出功利性的条条
框框，也许会发现更开阔的天地。

（林圣哲）

■为职工定期体检是对劳动者的关爱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