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张任青子 组版编辑：王斌 校对：戴小玲

2019年8月7日 星期三时评02

图说新闻

企业给员工买保险
福利不能归自己

热点聚焦

杜绝“熊孩子”
更该从家长抓起

新闻：“工作人员管得多啊，不给吃东西，

又不给孩子跑啊。”“不让孩子解放天性吗，碰

恐龙又怎么了，观众不是上帝么？”广东省博物

馆在其官微上公开的如此一段参观留言，日前

在网络上掀起热议。

点评：无论是“让孩子解放天性”还是“孩

子小不懂事”，当一个家长抛出这种荒唐论调

和可笑理由时，只能说明，这样的“熊孩子”背

后站着一个“巨婴”家长。对此，如果要对博物

馆有更多建议的话，那么除了“宜疏不宜堵”之

外，更应该从家长抓起。 （子长）

网络有底线
发朋友圈骂人也会惹官司

新闻：近日，重庆男子皮某擅自在微信朋

友圈上发布柳某照片，称柳某“破坏别人家庭

就该夹起尾巴做人”等。法院判决皮某删除朋

友圈中的不当言论，赔偿柳某精神损害抚慰金

1000元，同时在朋友圈发表道歉声明。

点评：朋友圈并非法外之地，在朋友圈发

布相关图片和言论理当慎重，否则就可能构成

侵权。 （史洪举）

“锦鲤女孩”
讲述了幸运的另一面

新闻：去年10月，网名叫“信小呆”的26岁

女生中支付宝大奖，奖品价值超过百万。由于

所有的奖品都有消费时限，这半年来信小呆为

了“不浪费”，只好持续“在路上”，不仅身体和

情绪出现了问题，而且由于“信用卡刷爆”，陷

入了焦虑。

点评：最好的“锦鲤”是越幸运越努力，而

不是幸运之后放弃努力。期待“锦鲤女孩”只

是给自己的工作按了个暂停键，尽早摆脱焦

虑，继续为自己的人生而努力。 （东原）

“新一轮毕业季如期而至，又一

批学生走出校园，包括00后在内的职

校 生 也 开 始 了 人 生 的 第 一 份 工

作。……站在就业的十字路口，同学

们不再‘唯待遇论’，择业观开始变得

‘浪漫’且多元。和相对单调乏味的

工厂工作相比，他们更青睐灵活就业

岗位，并对职业发展和劳动保障有了

更多的考量和期许。”

以上《工人日报》报道的文字，在

披露新的择业信息的同时，也引发我

们的思考乃至疑虑——这种放弃专

业的“新择业观”是应该鼓励的吗？

先看报道所举的事例：某高等职

校2014级机电一体化班总共50名同

学，毕业后只有33人从事专业对口工

作，其他人有的做了外卖送餐员，有

的干上了销售。也就是说，超过三分

之一的学生在选择职业之初就放弃

了学习了5年的专业。这个结果是不

是有些令人意外和惋惜呢？

人的一生受教育年限绝大多数

止于高等教育，除了义务教育阶段，

而后所学专业的选择大多出于个人

意愿。或者说，那是自己今后准备从

事的职业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专

业是立身之本，是“饭碗”。然而，5年

寒窗苦读毕业，选择职业时却放弃了

专业，另谋他就，这很难让人理解。

或许有人说，当初选择专业并非

个人意愿，而是由于种种原因“不得

已”，所以放弃也不可惜。即便如此，

5 年学习成果付之东流，至少是对青

春年华的一种浪费。况且，报道所列

改行原因并没有“专业违背个人意

愿”这一条，倒是“不乏学习成绩优异

者”放弃了所学专业。

让我们看看“‘浪漫’且多元”的

择业都是出于什么考虑吧。

“工厂的工作太单调乏味了。自

己就像一枚螺丝钉，对工作的新奇

感，全被冰冷的机械磨光了。”这条

“理由”很符合95后、00后年轻人的心

理，用“甘当螺丝钉”的大道理很难说

教他们。但是，他们是否想过，任何

工作都不可能永久保持新奇感，机械

可以“磨光”它，办公室、市场上同样

可以“磨光”，变得单调乏味，那时怎

么办？再重新择业？周而复始，何日

是终点？

“他们的家庭条件相较过去有了

大幅提高，不少学生不太能吃苦，找

工作时要求更高。而且，现在的就业

机会多，年轻人更青睐一些灵活就业

岗位。”家庭富足，没有后顾之忧，恐

怕是许多年轻人能够“浪漫”择业的

一个重要原因。问题是，家庭不能支

撑你一辈子，当你需要独立生存时，

还能如此“浪漫”吗？灵活就业确实

“门槛”低，很“自由”，但也缺乏保

障。从长远看，安身立命，真正“靠得

住”的还是自己有一技之长。学了专

业又荒废掉，岂不可惜？

“对工人身份的不认同，使得不

少职校毕业生要么不愿去工厂，要么

频繁跳槽。”这应该是实话。它表明，

说“工人阶级伟大”“当产业工人光

荣”，大多还是停留在宣传上，社会并

没有普遍认可，更没有蔚然成风。改

变这点，固然需要年轻人转变观念，

但更需要全社会尊重与厚待工人，特

别是技能人才。

年轻人自主择业无可厚非，但放

弃了寒窗苦读的专业十分可惜。国

家建设、社会发展需要大批技能人

才，并且开辟了诸多成才路径。只要

爱岗敬业，肯于努力，职业前景大有

可为。 （张刃）

江苏扬州一名员工在工地遭遇

安全事故意外死亡，公司表示赔偿

135 万元，同时要与死者家属签订协

议，约定死者的工伤保险和商业保险

赔偿金归公司所有。死者家属发现，

死者的工伤保险和商业保险赔偿金

将达160余万元，公司竟想“赚”25万

元。公司主要负责人回应，为了规避

用工风险，这次安全事故相关执法部

门处罚金要用赔偿款支付。保险公

司表示，该员工父母是保险受益人，

可以办理相关理赔，该员工父母已向

保险公司提交材料。

员工因工伤死亡，企业竟想用部

分赔偿金支付安全事故罚款，甚至可

能还有盈余？事件一经曝出，引起公

众一片哗然。本来135万元赔偿是高

于普通工伤保险赔偿的，正因为企业

为员工多购买了一份商业保险。那

么，从法律上看，这份商业保险赔偿

金是否该全部支付给个人，企业有无

权利支配？

相较于工伤保险的强制性，商业

保险由企业自主选择。涉事企业因

此认为，自己当初购买商业保险是为

了减少赔偿风险，又非强制购买，所

以企业有权支配赔偿金。实际上，这

是对商业保险的一种误解。虽然投

保人是企业，但受益人却不一定。涉

事企业为员工购买的是“建筑工程团

体意外险”，属于人身意外保险。保

险法规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

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与其有劳

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不得

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

为受益人。因此，人身保险本意就是

给员工在工伤保险外再多一重保障，

应视作给员工提供的福利，这笔商业

保险赔偿和企业应支付的赔偿金没

有关系，不能用来抵扣罚款。

依据保险法，通过签订保险金权

益转让协议，可以实现受益人变更。

涉事企业就计划以此办法达成目的，

同时透露这种做法并不鲜见，周围企

业都会那么做。事实上，受益人并非

一纸协议就能随意变更。根据合同

法和继承法，人身保险赔偿金受益权

无法通过合同转让，即使保险合同未

注明特定受益人，这笔商业保险赔偿

也应作为遗产，按死者法定继承人顺

序来继承。因此，无论从何种角度，

企业都不能作为劳动者人身保险的

受益人，以自己是投保方、买保险就

是为了减低风险为由要求更改受益

人，这种行为于法无据。

不过，企业的做法也从另一角度

说明，这类保险在投保和赔付过程中

仍有漏洞，实践中企业以工伤赔偿为

要挟、拿商业保险做文章的现象可能

会发生，保险赔付仍需进一步规范。

既然是给员工提供的“双重保障”，那

么如何将福利真正落实才是关键，企

业若想给自己的生产经营多加道保

险，可以选择受益人为本单位的险

种，不应当从员工福利中“抢蛋糕”。

希望相关部门针对商业保险赔付过

程中的不规范问题加大管理力度，禁

止企业暗中操作，让劳动者真正享受

到福利。 （张灿灿）

职工有话

放弃专业的“新择业观”应三思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