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学生实习报酬中抽成，虽然能够带来一定的现金流，但这样的行为无异于饮鸩
止渴，不仅败坏院校形象，更消磨了学生和家长对职校的信任，形成恶性循环，给职校
的长远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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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知名
打假人王海发布
视 频 ，举 报 江 西
新能源科技职业
学院克扣学生实
习报 酬 ，称 有 部
分校领导从中谋
取 巨 额 收 益 ，此
事 引 发 舆 论 关

注。
网传实习记录显示，某次实习学

生应得总报酬114206元，其中校领导
“me”就拿走了1 4 2 7 4元，比例高达
12 . 5%。从穷学生身上克扣实习报酬，
比例还如此之高，这实在不该是一家
职业院校应有的作为。

职校安排学生到企业实习，既可
以锻炼学生的能力，又能帮助企业解
决人才短缺的问题，本是一举多得的
好事。但是，克扣学生实习报酬，很可

能让实习变味，变得不再以提升学生
实际操作能力为目的，而异化为学校
谋利的工具。这是学生、家长、社会都
不愿看到的。

《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第
二十条规定，职业学校和实习单位不
得向学生收取实习押金、培训费、实习
报酬提成、管理费、实习材料费、就业
服务费或者其他形式的实习费用。倘
若举报属实，涉事职校就涉嫌违规。

正因为此，在相关新闻的评论区，
很多人要求当地政府出面，彻查此事。
好在，相关部门行动够快。11月11日，
新余市委、市政府责成市教育局、市人
社局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调查核实
此事，称将依法依规处理此事。

其他职校是不是也存在类似问
题？从相关报道来看，答案似乎是肯定
的。涉事职校一名前副院长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曾表示，“学生到企业实习工

作，学校确实能收到一笔管理费用，但
是金额很少。”在这位前副院长看来，
学生出力实习，学校从中谋利，实属平
常。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从学生实习报
酬中“抽成”，似乎成了业界的某种“约
定俗成”。

客观而言，确实有些职校招生不
力，面临经营困难，有克扣学生实习报
酬“补血”的冲动。从学生实习报酬中
抽成，虽然能够带来一定的现金流，但
这样的行为无异于饮鸩止渴，不仅败
坏院校形象，更消磨了学生和家长对
职校的信任，形成恶性循环，给职校的
长远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正因为此，相关部门在查处典型
案例的同时，也要加强对职校的监管，
对于那些没有稳定经费来源，经营不
善难以为继的职业院校，要及时终止，
依法处置，不能让失去底线的院校成
为坑害学生的陷阱。

实习报酬被校领导克扣，学生不应沦为谋利工具

说不清道不明
工资转账不能成糊涂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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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每逢佳节被催婚”的尴尬，不
少“适婚族”选择走进婚介机构寻求帮助。然
而，在婚介市场发展过程中，各种“爆料”和投
诉从未停止过。近日，有消费者向媒体反映，
婚介机构进行“洗脑式宣传”、收费标准混乱、
退费维权难度大……种种经营乱象袭扰着消
费者。

对此，亟需有关部门加强对婚介服务行
业的监管。一方面，要督促婚介机构依据国家
标准《婚姻介绍服务》严格履行经营者的职
责；另一方面，要建立协同治理机制，织牢监
管网络，对违法违规婚介行为加大曝光和处
罚力度。发现利用婚托实施诈骗的，及时移交
执法部门查处。婚介机构要强化行业自律，切
实尽好管理责任。比如，招聘“红娘”、婚恋顾
问等服务人员，须落实上岗培训、持证上岗等
要求；拟制婚介合同，做到条款内容公平合
理，并尽到显著提醒义务和充分说明义务等。

同时，消费者也应增强防范意识、维权意
识、法律意识，尤其是在预付费之前，要做好功
课，并选择证照齐全、规模较大、信誉好的婚介
机构。对虚假宣传、“不能解约也不退费”等侵
犯消费者权益的不良机构，勇于拿起法律武
器，保护自身权益不受侵犯。 据北京青年报

□车横

11月13日上午，河南武陟县兴华
中学发生一起校园踩踏事件。该校初
一初二部分男生在期中考试间隙如厕
时，因上下楼梯发生拥挤摔倒受伤，致
1人死亡、5人受伤。

这是一起谁也不愿看到的悲剧。
事发后，公众的痛惜、震惊之情溢于言
表。有网友费解地问道：学生上个厕
所，怎么就发生了踩踏事故？

事实上，类似事故并不罕见。
2017年3月22日上午，河南濮阳县

第三实验小学发生踩踏事故，造成22
名学生受伤，其中1人死亡、5人重伤。
当日是月考时间，按原计划，8点20分
早读结束，8点30分开考，因此出现学
生集体上厕所的情况，并出现混乱，最
终导致事故发生。

2009年12月7日晚，湖南湘潭市辖
内的湘乡市私立育才中学发生踩踏事
件，造成8死26伤。惨剧发生在晚自习
下课之际，该校晚自习9点10分结束，
学校规定9点半要熄灯就寝，学生赶时

间回寝室，一学生在雨中跌倒，引发踩
踏事故。

不难发现，上述两起事故的共同
点是，时间紧、道路挤、学生多。武陟县
的这起踩踏事故也不例外。期中考试
间隙，学生集体如厕，得赶时间。此外，
据知情人称，该校厕所设置不合理，厕
所为上下结构，女厕在下，男厕在上，
男生如厕要走楼梯，窄窄的楼梯容不
下学生集体如厕，最终导致踩踏事故。

悲剧的发生不能责怪学生安全意
识薄弱、自救能力不足，而应反思学校
日常管理的漏洞。如果给学生的时间
再多一些，厕所资源再多一些，厕所设
置再合理一些，就不会产生瞬间拥挤
现象，就能避免悲剧发生。这些“如果”
背后，其实是明显的管理漏洞；看似偶
发个案，其实也包含着必然因素，并再
一次印证了著名的“海恩法则”。

早在2005年，针对学生拥挤踩踏
事故急剧增加问题，教育部曾印发通
知，要求教育系统进一步加强学校安
全工作，严防校园拥挤踩踏事故的发
生。通知明确指出，要专门针对预防学

生拥挤踩踏事故建立制度，制定预防
校园拥挤踩踏事故的应急预案；以检
查教学楼的楼梯、通道等拥挤踩踏事
故多发地点为重点，认真开展校园隐
患大排查。如果真正落实了这些措施，
悲剧本可避免。

据报道，事发前几日，武陟县曾召
开专题会议部署安全工作，并强调各
部门各单位要“认识到位，排查到位，
措施到位，责任到位”。校园安全的重
要性更是毋庸赘言，各学校对此也都
高度重视。但“千防万防”，竟没有防止
校园踩踏悲剧，令人深思。有人说，很
多校园踩踏悲剧的发生，就坏在机械
的“纪律性强”上。学生为何这么听话，
不顾风险赶时间？学校管理显然难辞
其咎。

值得一提的是，为防止事故，一些
学校硬生生夺走了“课间十分钟”，不
惜把孩子“圈养”起来，引发各界担忧。
如果“课间十分钟”充分、完整、轻松，
学生们不必着急赶时间，其实更有助
于避免此类安全事故的发生。

投稿邮箱：qilupingun@sina.com

中学如厕踩踏事件致1死5伤，学校管理难辞其咎

“家中碗筷不洗罚款10元”，谁给的罚款权？

“被子未叠放罚款10元、碗筷不洗
罚款10元、蹲地用餐罚款20元”。近日，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一份加盖
了村委会公章的《新农村美丽乡村行
动人居环境罚款标准》在网上流传，引
发质疑。当地县政府一名工作人员对
媒体表示，该通知确实存在，系乡镇下
发。

白纸黑字盖上章，此事确定无疑。
不叠被子不洗碗，就要被罚款，令人匪
夷所思，也让人不安，正如网友所称，

“管得太多、管得太细，不该管的瞎
管”。

具体到此事，应从两个层面来审
思。一个层面是，该不该管？普格县隶
属于凉山彝族自治州，是一个以彝族
为主体、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少数民族
聚居县，很多人习惯于蹲地用餐。此

前，凉山州曾下发《关于治理蹲地用餐
深化移风易俗的通知》，凉山州有关县
委也曾经强调，“要持续通过群众知情
大会，引导群众坚决抵制高价彩礼，彻
底改掉席地而坐、蹲地就餐等陋习”。
以此看，当地为深化移风易俗下了功
夫。但诸如洗碗、扫地、叠被子这样的
事，纯属村民的个人生活习惯，有必要
深度介入吗？如此入室检查、罚款，不
仅会侵犯村民隐私权，还可能涉嫌违
法执法。这就引申到另一个层面———
该不该罚？面向村民罚款，兹事体大，
不可草率。受行政处罚法的严格限制，
不是谁都有权罚，更不能想罚就罚。正
如专业人士所言，无论是村委会，还是
镇政府，都无权作出这样的处罚规定、
制定这般处罚标准。

该标准最后还注明，“经罚款后仍

不整改，第二次检查到罚款翻倍”。初
罚都不该，再罚更不行，当地村委会是
没有这个权力的。哪怕事后该村负责
人辩称，罚款将用回被罚人身上也说
不通。这是一个事关原则的法律问题，
不可“和稀泥”，也不能踩底线。

移风易俗润民心，乡村振兴见成
效。近年来，国家深入推进移风易俗行
动，助力乡村振兴。陈规该清理，陋习
该消除，但在“移”和“易”的过程中，不
可简单粗暴，更不可违背法律。找准发
力点，尊重村民、认真倾听村民的想
法，结合当地历史沿袭状况和当前经
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共同找到大家
都能接受的方法，多一些贴近老百姓
实际的走心倡导，才能事半功倍。如果
来硬的、动粗的，只会适得其反。

据央广网

婚介机构的“甜蜜陷阱”
如何填平

3月7日，收到微信转账9143元；4月3日，收
到微信转账7794元……据报道，辽宁沈阳某装
修公司的吴国瑞本以为每月都收到了工资。但
后来一查账，却说不清收到的钱里哪些是工
资、哪些是材料款、哪些是报销款。吴国瑞去投
诉公司拖欠工资，却得不到仲裁庭的支持。

关于农民工工资的发放，相关部门一直
在努力，从专款专用的工资保证金，到专门发
放工资的工资卡，每一步工作都是为了确保
工资发放到位。相关政策说得清清楚楚，工资
清单必须由用人单位来提供，无论是纸质工
资单，还是银行转账，抑或移动支付，用人单
位都必须解释清楚员工的工资构成。那些试
图以材料款、报销款混同于工资的，更涉嫌违
规违法。

面对这种情况，劳动者应该积极主张自
己的权益，要求用人单位转账时提供工资清
单。同时也要留意税单、社保对账单等单据，
看用人单位是否将约定的工资发放到位。劳
动监管部门应加大巡查力度，从用人单位的
人事部门或财政部门等去清查，核实用人单
位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不能让劳动者有
苦说不出。同时，也督促更多用人单位要规规
矩矩行事，明明白白发放员工工资，保障劳动
者合法权益。 据工人日报

千年摩崖造像被毁容
文物保护应重心前置

近日，四川巴中市南江县新发现的一处
开凿于北魏晚期、距今1400多年的摩崖造像，
被当地村民信众以“还愿”为由用颜料涂抹毁
容。媒体从当地文保部门获悉，该处造像是
2021年才发现的，还未纳入文保单位，目前正
在邀请相关专家论证，尽力修复恢复原貌。

文物还没被纳入文保单位，不意味着可
以放松管理，更不意味着它没有考古价值。比
如，针对摩崖造像的调查报告之前就提到，摩
崖造像的开凿工艺，在四川地区属于孤例。在
完成认定、纳入文保单位之前，当地理应想方
设法保护好，让它发挥最大的学术价值。《文
物保护法》中特别提到，文物工作要贯彻“保
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
则。既然是“保护为主”，那就该重心前置。比
如在此次事件中，如果对摩崖造像有修建护
栏等更周全的防护措施，如果纳入文保单位
的效率高一些，毁容式破坏可能就不会发生。

接下来，当地应该积极修复补救，尽快将
摩崖造像列入文保单位。此事之外，各地也应
对本地石刻文物进行系统摸排，在升级保护
措施的同时，加强文物保护的宣传科普工作，
让这些历史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下去。

据光明网

葛评论员观察

□评论员 朱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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