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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新闻热点聚焦

“2600张假票”消费的不仅是公平

清欠是责任，是义务，岂容懈怠？！

春运临近，北京铁路警方开展了

为期 80 天的打击倒票猎鹰-2020 行

动，成功捣毁一制售假火车票窝点，查

获假火车票2600余张。

一年一度的春运火车票抢票大战

开始上演，火车票实名制后，从“线上”

转战互联网的“黄牛”们也没有闲着。

而今随着电子客票、实名制等购票制

度改革的推进，“黄牛”倒票从技术上

遇到了难度，搞不到真票，就千方百计

制作、售卖假票坑害乘客，其生命力之

顽强令人咋舌。

年年打击假票，为何仍会“春风吹

又生”？假票的存在固然有供不应求

的因素，但如果整治力度减弱，乱象就

“死灰复燃”。假票的制造成本低，一

个模板、一台打印机就能使假车票“源

源不断”地生产，而倒卖过程中，假票

的增值幅度可以达到几十倍，高额的

利润促使很多人铤而走险。而现有的

法律制裁体系不完善，与其所获利润

不成正比，震慑效果不足。相关部门

应完善刚性的法律制度，织密制假售

假的法律高压线，切实让制假售假者

付出代价，使其不敢、不愿再犯。

《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伪

造或者倒卖伪造的车票、船票、邮票或

者其他有价票证的，构成刑事犯罪，最

高可达七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用假

票者或许能图一时方便，但同时也为

自己种下了“苦果”。“2600张假票”消

费的不仅是公平，更触碰了法律底线。

如何让违法者痛在骨子里，“以其

人之道反制其人之身”或许是一种可

行的办法。互联网时代，黄牛党的隐

蔽性也大大增强。因此，铁路和公安

部门需要形成立体化的打击手段，不

能拘泥于一般的处罚方式，必须加大

处罚力度，延长拘留时间，情形恶劣的

可以引入刑法。治顽疾须用猛药，要

用严厉的处罚对黄牛当形成震慑，使

其“不敢越雷池一步”。当然，打击手

段只是方法，能否长期有效执行才是

根本，根治黄牛是一项长期行动，通过

下好“先手棋”，布好“先手局”，才能将

制假售假的黄牛“逼到墙角”。

道高一丈，魔高一尺。平息“假票

风云”不是铁路部门的“独角戏”，既要

打出治理“组合拳”，又要找准病灶下

对药，不能给“黄牛”喘息和“东山再

起”的机会。 （李喆）

职教引入“学分银行”
是个好招数

河南省政府日前一项关于职业教育工作情

况的报告显示，正在该省全面推开的“学分银

行”职业教育技能提升模式，有望在今后的全省

职业教育建设过程中加速推进，以此打通职工

群众的学历、技能、就业通道。

点评：办好“学分银行”还需要相关的配套

措施，提供更多的切实保障。因此，加强师资队

伍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注重职业技能提升、强

化职业教育督导评估等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

都需要及时跟进，有新的突破。 （张刃）

公益事业不能让“水滴筹”们
滴水石穿

近日有媒体报道，水滴筹在超过40个城市的

医院派驻地推人员，通过“扫楼”逐个病房引导患

者发起筹款。且地推员每单最高提成150元，月

入过万，还有末位淘汰机制。水滴筹官方宣布暂

停线下服务团队服务，整顿彻查类似违规行为。

点评：如果网络捐助平台不能守土有责确

保事实底线，那就会提高社会行善的门槛。再

有人在平台众筹求救，就将没人信任、没人转

发、没人捐款，技术再先进也是白搭。群众的眼

睛是雪亮的，公益的擦边球打不得。 （敬一山）

简历照片莫因求美而失真

宁宁是一名应届毕业生，写求职简历当然少

不了证件照，但她觉得真实的证件照比较丑。于

是跟风拍了“最美证件照”。但拿到照片后，宁宁

觉得每个人都长得差不多，她有点茫然：自己花

费百元拍出的美颜证件照真的有意义吗？

点评：很多求职者对自己的长相、容貌没有

信心，就把自己简历中的照片拍成了“最美证件

照”。求职终究不是选美，所以简历照片不能因

为求美而失真，关键在于传递出个人信息，显示

出自信即可。让自己的简历照片好看一点，这

样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过度的P图导致照片和

本人实际长相差距太大，成了“照骗”，那么最终

只能给自己的求职帮倒忙，得不偿失。（苑广阔）

《广东工运》第11期要目
特别关注·再看农民工：数据、特征与工会服务

11月13日至15日，全国工会学研究会2019年年会暨第35次全国工会理

论教学讨论会在广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工会院校的93名工会学专家集中探讨

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工运理论和工会理论创新、新中国成立70周年工运事业

和工会工作实践、新生代农民工状况及其工会工作等课题。农民工是我国经

济腾飞的一支重要力量，新生代农民工又已成为其中的主流。那么，农民工群

体有哪些特征，面临着哪些困难和诉求，工会组织又该如何切入提供服务？本

期特别关注，让我们看看工会学专家们的若干研究成果。

调查研究·劳模工匠已成职工中引领改革创新的中坚力量

建言献策·“厂医回归”，有利于缓解职工看病难

舆情观察·网易裁员绝症员工事件背后行业原因更应引起重视

《工会学习》活页文选·工会干部必读必学

《工会学习》系省总的内部理论读物，每半月出版一期，旨在加强工会干部的政治理论

学习、开拓眼界。每期发至机关各党支部、省总工会各级领导以及各市总工会领导参阅。

右边二维码是该读物的微信公众号，欢迎扫码关注！

近日，人民日报以《跟随农民工去

讨薪》为题，记录了四川宜宾市高县

“龙湾国际”楼盘工地100多位农民工

的欠薪遭遇。两年多来，他们工资专

户中的 600 多万元被承包商冒领、挪

用，至今没拿到；开发商则出尔反尔，

老账未结又增新欠300万元。

拖欠农民工工资早已不是新闻，

上述报道中承包商、开发商的那些拖

欠伎俩着实令人气愤，但也不是什么

新套路、新招数。令人不解、值得关注

的，是报道中当地相关部门的态度和

作为。

拖欠工资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

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农民工们多次

向住建、人社、公安等部门反映情况，

一直未果。面对农民工的合法诉求，

相关部门不但不解决问题，还回应以

各种借口和推诿：“手头上的事情太多

了”，“我们只是协调机构”，“直接去找

行业主管部门住建局，或者去法院起

诉”，“你们报送的工资表还不完善，需

要修改”，“农民工在证据资料准备上

的欠缺和单薄”……

问题是，农民工工资专户中的钱，

到底去哪了，很难查吗？签订协议承

诺掏钱，却以没盖章为由不认账，数次

上报工资表，也一直无下文，就没有办

法吗？冒领、挪用600万，拖欠300万，

数额如此巨大，难道不应该启动刑事

侦查程序吗？

清欠是责任，是义务，不容懈怠。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到2020年，要实现

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的目标。年终

岁末，两节临近，各级政府正加大工作

力度，深入开展根治欠薪攻坚行动，确

保对查实的欠薪违法行为，做到“两清

零”。

希望有关地方认清形势，提高站

位，落实责任，履行义务，立刻行动起

来，尽快还农民工兄弟以舒心和公

平。 （青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