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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相关职
能部门还是用工企
业，都应该对此重视
起来，尽可能让广大
农民工的权益更有
保障。

治理中小学生使
用手机问题是一项系
统工程，需要学校、家
庭、全社会共同努力。

越是现代化的
管理模式，越将员
工约束得更加牢
固、精细，成了用人
单位“拴住员工”的
工具。理当警惕用
人单位随意将其作
为决定员工命运的

“大杀器”。

员工未在APP签到岂能成辞退理由

“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园”应成强制规定

别让“小病挺，大病拖”成农民工之痛
“小病挺，大病拖”，健康意识淡薄是不少

农民工存在的问题。2019年，我国农民工总
量达到 2.9亿人，这个群体流动性大，收入较
低，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如何探索出一条能
更好保障农民工群体健康权益的可操作性
强，并且可复制推广的途径已迫在眉睫。

（11月13日《工人日报》）

“小病挺，大病拖”这样的后果是小病变
大病，大病变成难治之疾。其中道理不难理
解，身体有病，第一时间就医才是上上策。
挺、拖只能加重病情，增加就医支出。从某种
意义而言，不珍视自己身体健康的人，不仅是
对自己不负责任，更是对家庭的不负责任。
于广大农民工而言，更须认识到“小病挺，大
病拖”的危害性。

诚如媒体报道的，现实中，很多农民工即
便查出慢性病也得不到有效治疗。这其中主
客观原因都有。从主观来看，有人认为“小

病”不用治；从客观来看，有人工作忙，大医院
就医资源紧张，还有人怕花钱。事实上，农民
工健康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的
公共卫生和严重社会问题，对此不能掉以轻
心。

从根本上来讲，规避“小病挺，大病拖”导
致的恶果，关键是个人增强健康意识。应该
认识到，健康意识淡薄是不少农民工存在的
问题。对此，一方面需要做好相关知识的普
及，使广大农民工认识到“小病挺，大病拖”的
危害；另一方面从其个人来讲，也应主动增强
健康理念，不能让健康状况成不定时“炸弹”。

同时，也应在做好农民工健康服务上下
足功夫。比如，有的用工单位在工地设“流动
医务室”，定时、定点到各项目工地义诊；建设
企业做好员工、农民工保健工作，也具有积极
意义，甚至可以建立务工人员健康档案，为患
有疾病的农民工提供医疗指导、就医指南和
监督用药等跟踪服务。事实上，用工单位履

行好主体责任，农民工的健康权益就有保障。
此外，专家建议由政府或其他组织介入，

就职业伤害保障等问题设立相应群体的底线
保障机制，这也值得尝试，毕竟，底线保障机
制越完备，农民工的健康权益也就越有保
障。况且，《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
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
见》就提出设立“开展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
害保障试点”，这也给机制创新提供了政策支
撑。

可以说，农民工“小病挺，大病拖”现象，
是亟待解决的社会课题。尤其是，2019年我
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9亿人，这个群体流动性
大、收入较低，如何保障其健康权益，不仅事
关他们的幸福指数，也关乎社会和谐度。故
此，无论是相关职能部门还是用工企业，都应
该对此重视起来，尽可能让广大农民工的权
益更有保障。 杨玉龙

一员工因未按企业要求在微信群APP签
到，被以旷工为由辞退。双方因此对簿公
堂。日前，新疆一中级法院终审判决，某公司
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员工的行为属严重违反公
司规章制度的情形，支付经济补偿金49340余
元。

（11月13日《工人日报》）

在信息化时代，利用APP等信息化手段
管理员工，显然既方便了公司管理，也便于员
工工作。如使用APP签到方式有利于管理人
员精细化、精准化管理，及时发现何人未签
到、何人何时签到。同时便于员工随时签到，
而非必须采取传统的书面签到方式，且方便
其请假销假，不必非得面见主管请假销假。

但需要认识到，当一项管理模式能给人

们带来便利时，不代表该管理模式可以理所
当然地被用于处理事关员工的重大权利义
务。根据劳动法等规定，劳动纪律、劳动报
酬、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属于劳动合同的必
备条款。同时，员工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
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

具体到利用APP等现代化模式打卡签到
等方面，虽然很多用人单位和员工均能熟练
地使用APP打卡签到。未打卡签到的员工也
会自认违反了考勤纪律。然而，在未明确将
相应的管理模式、考勤方式写入劳动纪律、单
位规章制度的，或者没有明确公示公告的，不
宜将其作为决定员工重大权利义务乃至去留
的管理方式。

换句话说，即便某种管理模式已被广泛

运用，或者在用人单位和员工之间已经形成
了默契。但不代表其必然上升到用人单位的
规章制度。尤其是，越是现代化的管理模式，
越将员工约束得更加牢固、精细，成了用人单
位“拴住员工”的工具。理当警惕用人单位随
意将其作为决定员工命运的“大杀器”。

具体到此事件中，在缺乏其他证据的情
况下，涉事公司将员工连续16天未在APP签
到作为辞退理由显然不合适。再者，员工一
两天未签到尚可理解，员工多日未签到的话，
管理人员为何不采取及时沟通乃至约谈方式
督促员工遵守劳动纪律。无疑属于“挖坑式”
管理，类似管理模式不该被支持，员工的基本
权利也不该在现代化管理模式下越来越弱
化。

史洪举

11 月 13 日，教育部网站发布的《对十三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 4883 号建议的答
复》，就“关于禁止中小学生将智能手机带入
校园的建议”进行了答复。《答复》中指出，
2018年8月，教育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
部门印发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
方案》明确提出，严禁学生将个人手机、平板
电脑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带入学校的要进
行统一保管。 （11月13日澎湃新闻）

当下，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极
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拥
有了手机，但由于中小学生缺乏自我约束能
力，许多学生上课玩、下课玩、自习玩、走路
玩、吃饭玩、睡觉玩……不仅影响学习，也对

学生的视力等造成伤害。2018 年 8 月，教育
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8 部门印发的《综
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明确提出，
严禁学生将个人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
带入课堂，带入学校的要进行统一保管。但
在全国许多地方，这一“方案”没有得到真正
实施，所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有
多位代表提出“关于禁止中小学生将智能手
机带入校园的建议”。教育部回复表示禁止
中小学生将智能手机带入校园，希望能将这
一回复落实到位。

在电子化时代，教育部再次明确中小学
生不得将手机带入校园，回应了社会各界关
切，这是对学生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但对
于学生禁带手机入校园后，应该设立一些辅

助措施。如在学校设置公用电话，以满足学
生与家庭正常联系的需要，以化解由禁带手
机带来的通讯刚需压力。要鼓励学校制订有
关细则，对于被查出私自使用手机的学生，要
按照事先制定好的校纪校规严肃处理；作为
家长要深刻认识到手机对未成年人的危害
性，除了管理孩子用手机之外，自己也尽量不
在孩子面前过度沉迷使用电子产品。

治理中小学生使用手机问题是一项系统
工程，需要学校、家庭、全社会共同努力。校
园里平时没有了手机声，可以使学生一门心
思放在学业上，防止学生使用手机过度，过早
把视力搞坏了。

胡建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