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劳动者权益小课堂｜离职时承诺再无争议，
还能反悔主张赔偿吗？》

部分用人单位在为劳动者办理离职手续时，会与员

工签订《离职协议》，协议中常约定劳动者签署该协议书

后，双方再无任何争议，不再对用人单位提起仲裁或诉

讼，主张劳动权利事项等。

根据法律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解除劳动合同

办理相关手续时，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应当认定有效。因此，在签订离职协议时，要仔细核

查协议条款，了解其中含义后再签字确认。

（本报记者 卢越）

离职时承诺再无争议，还能主张赔偿吗？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
道《对话劳模工匠谈奋斗|高丰：六年零差
评 服务到人心》

高丰是一名外卖骑手，为了更好地送餐，他在自己的

笔记本上用文字记录了送餐的外卖事项，还手绘了片区

内各种小道的示意图。2023 年，高丰被授予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他鼓励骑手一定要多动脑多总结、勤拿多跑、多

提升自己，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居民服务。

（本报记者 车辉 史宏宇 陈子蕴 王羡茹）

外卖骑手高丰：六年零差评

记者跟拍外卖小哥暴雨中送餐

据北京市气象部门：截至 7 月 22 日中午 12 时，北京

全市平均降雨量达暴雨级别，局地大暴雨。在这样恶劣

的天气里，外卖小哥如何送餐？他们在骑行途中如何防

雨、防雷电？7月 22日，记者实地跟拍外卖小哥李军辉在

暴雨中送餐，跟随记者镜头一起来看！

（本报记者 窦菲涛 白至洁 张冠一 史宏宇 安彦璟）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北京暴雨！记者跟拍外卖小哥雨中送餐》

让“铁树开花”的传说再延续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让
“铁树开花”的传说再延续｜三工视频｜新360
行之苏铁技术员》

融媒作品选粹G

文字整理：王羡茹

李蓉是南宁市青秀山风景区苏铁植物专类园内最

早的一批技术员，已经在苏铁保育一线工作近 30 年。

回忆起苏铁园建园时的情况，她说：“当年的那批苏铁

从各个苗圃抢救转运到青秀山时，很多苏铁长势不乐

观。”在苏铁技术员们浇水、施肥、病虫害防治、育种等

一系列精心养护下，这批苏铁扎根于青秀山，存活了

下来。

（本报记者 庞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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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民生痛点要听得见声音拿得出成效
本报评论员 吴迪

地铁上禁饮食？不必执着于“唯一正确答案”

上万人社区的卫生服务站为何刚开一周

就关了？夜经济活跃区的公厕开放时间能否

延长？为何公交设站难、天桥加梯慢？据7月

25日澎湃新闻网报道，近日，上海几家新闻单

位共同推出《2023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

邀请全市各区区长走进电台直播间，现场接听

市民电话，推进热点问题的解决。

近年来，类似“电视问政”“网络问政”等在

不少地方相继出现，还有些媒体推出“领导留

言板”，有些地方开设“马上就办窗口”等，它们

都成为百姓反映、求解现实难题的便捷通道，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类似“面对面”的问政方式备受关注，主要

是因为这样的方式见效快，地区或部门“一把

手”直接协调，诸多问题以简易程序推进；多部

门行政资源整合，打通解决问题的“绿色通

道”。它们的共同路径大体是，听取民意、现场

调研、拿出方案、统筹推进。其中，“听得见声

音、看得见态度、拿得出成效”可谓是“面对面”

问政的“灵魂”所在。

比如，在北京、浙江等地，“街乡吹哨，部门

报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服务模式，体现

了到一线解决问题的导向，建立起基层治理的

应急机制、服务群众的响应机制，让问需于民、

问计于民更加具象、更有可操作性，也在一桩

桩小事的解决中汇聚起百姓口碑和地方政务

服务的品牌影响力。当然，也有一些地方走上

形式主义老路，甚至患上“慢性病”，表态很起

劲、行动慢吞吞甚至石沉大海，消解了设置相

关栏目和工作机制的初心，降低了百姓对相关

职能部门的信任。

直播问政、“面对面”问政是民意互动，更

是一种群众工作的方式。在“市长热线”等民

意反映渠道日趋多元的今天，直播问政依然受

到百姓的欢迎，说明部分百姓确实遇到了正常

通道迟迟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说，正是因为

百姓日常反映民意的渠道不多、不畅，“能直接

见到领导”的直播问政才会受到欢迎。而一些

官员能大大方方走进直播间并着力推进百姓

问题的解决，且赢得了点赞，说明这种方式可

以快捷有效地解决百姓的现实难题。进而言

之，它可以作为一种相对灵活的工作模式，填

补某些地方个别政策或机制的空白，提升基层

治理水平。

直播问政在解决个案之外，其更大的意义

在于强化一种积极主动服务百姓的理念，尤其

是在基层治理中，官员要走进现场、走近百姓，

直面且切实解决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在此

基础上，站在城市发展的高度，从机制制度层

面谋篇布局，推进民生服务的不断完善，打通

解决问题的制度性通道，不必事事都靠“一把

手”倒逼才能解决，这或许才是城市精细化治

理应有的样子。

百姓烦心的事，不见得都是大事，但多与

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息

息相关。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当下，直播问

政近距离回应群众诉求，直面管理短板，现场

调研解决方案，是“听得见声音、看得见态度、

拿得出成效”的有效方式。即使有些问题在短

时间内难以彻底解决，至少，要有诚恳的态度

与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决心，相信百姓是能够看

见和体谅的。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切实

服务百姓，提升治理水平，我们一直在路上，一

直都是“进行时”。

直播问政在解决个案之外，
其更大的意义在于强化一种积
极主动服务百姓的理念，尤其是
在基层治理中，官员要走进现
场、走近百姓，直面且切实解决
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在此基
础上，站在城市发展的高度，从
机制制度层面谋篇布局，推进民
生服务的不断完善，打通解决问
题的制度性通道。

然玉

据中新社报道，近日，“江苏南京一女子因

在地铁车厢喝水被开罚单”引起网友热议。7
月 25日晚，南京地铁发布情况说明，表示当时

地铁工作人员巡查时发现一位乘客饮用瓶装

果汁饮料，为防止饮料泼洒引发环境卫生等方

面的隐患，根据《南京市轨道交通条例》相关规

定，告知其车厢内禁止饮食的要求，并向其出

具《轨道交通设施内禁止行为告知单》。据悉，

按照南京地铁相关规定，在地铁车厢内吃东西

要被“警告或者罚款20元到100元”。

此前，乘客乘坐南京地铁时因手机外放

收“罚单”一事曾引发广泛关注，此次又爆出

女子在南京地铁车厢喝瓶装饮料被开罚单。

相比国内其他一些城市，南京地铁在车厢秩

序维护方面，一直有自己的坚持和特点，概括

来说，就是积极主动、认真严厉。

当然，此番事件中女子所收到的并非“罚

单”，而是“告知单”。沟通过程中，执法队员

还带她识别了地铁内张贴的禁止饮食标识。

在当时的场景下，双方都表现得克制理性，一

方照章办事，另一方闻过则改，这种公事公

办、对事不对人、点到即止的处理，既践行了

规则又兼顾了个体感受。事后，当事女子也

评价“工作人员很负责”，某种角度上这也是

一种理解和认可。

然而，与现场的波澜不惊不同，此事被分

享到社交媒体后引发热烈讨论。这种反差其

实不难理解。当我们把一起真实事件，化为

一个抽象的规则或法律命题，当事者的表现

及人际互动的多元可能性，往往会被忽略，人

们由此也容易陷入一个无解的思维陷阱。

在地铁是否“禁水”的问题上，一些城市

不乏灵活处理的方式。比如，有些城市是“禁

止咖啡、奶茶等杯装饮品，允许喝水”，有些城

市则“明紧实松”，对车厢内喝饮料行为基本

不干预。这些都是在大的规则框架内，基于

对规则的不同理解，行使自主管理权的结

果。很难说到底谁对谁错、孰优孰劣。换个

角度说，如果遇到车厢内饮料泼洒一地、污水

横流的情况，人们恐怕又要批评地铁疏于管

理了。

如果没有明显违背法律，对不同城市地

铁不同的管理标准和治理方式，人们不妨多

些包容。倘若南京地铁工作人员能以严格但

不失礼貌的方式提醒乘客不要在车厢内喝饮

料，乘客对此也表示理解和尊重，其实情况并

没大家想得那么糟。公共管理很重要的一方

面，就是能在逻辑自洽的基础上实现一定的

延续性、一致性，让管理对象有相对稳定的预

期，所以不必执着于“唯一正确答案”和“最优

方案”。

“ 吃 瘦 ”

图 说G参观高校，
重在体验而非“买买买”

据7月25日《新京报》报道，不少人为了日常体重管
理、快速补充能量会选择代餐食品。“全麦欧包馅内吃出
头发”“减脂餐日期不新鲜”——面对琳琅满目的代餐、减
脂食品，许多消费者表示踩过坑。记者调查发现，在售的
热销代餐品牌中，不少都存在食物中有异物、食品发霉变
质、虚假宣传等问题。

代餐食品受追捧，与公众对时尚健康生活方式的追
求有关，也与代餐食品宣传的内容和效果密不可分——

“21天减 10斤挑战”“7天减 5斤挑战”等宣传词确实很
让人心动。从体重管理的原理上说，减重是要在保证摄
入能量减少的同时增加消耗的能量，所以“吃瘦”很难一
劳永逸，还可能有损身体健康。而且，代餐食品并非适合
所有人群，有减重需求的人更要多一些理性和审慎，别被
商家的夸大宣传忽悠了。管住嘴、迈开腿，自律、积极的
生活方式才是身体健康的靠谱秘诀。

赵春青/图 弓长/文

邓崎凡

前不久，我到贵州黔东南州镇远县采访
报道民体杯全国龙舟、独竹漂比赛——从贵
阳坐大巴车走高速3个小时，出了高速口，绕
山路下行，拐弯抹角一阵颠簸至山底，才到镇
远县城。

听名字就知道，镇远这样的地方，在古代
属边远之地，即便是现在，也是交通不便的地
区。可当地人却说：镇远不远。

镇远古城是传统旅游胜地，走在青石板

的大街上，可以听到熙熙攘攘的游客操着天
南海北的口音。“镇远不远”，就是要给游客一
种宾至如归的亲切感。这次举办的龙舟、独
竹漂比赛，便是当地增加旅游吸引力的一次
尝试。赛事前后，当地还举办了避暑玩水狂
欢、古城音乐节等活动。

“现在大家都‘拼’起来了。”当地一位干部
如是说。赛事前，县里测算过，比赛期间，全县
将接待游客超16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超 1.3亿元。“不过，这跟‘村超’‘村 BA’没法
比。”这位干部介绍，村超、村BA的举办地在同
属黔东南州的榕江、台江县，是镇远的邻县，这
些赛事的举办给当地百姓带去了不少收益。

村超、村 BA火了之后，贵州多地也想借
鉴经验开发出自己的“村××”品牌。镇远也
有过这样的念头，但仔细考量，“事不过三”，

与其模仿别人，不如踏踏实实做好自己。
和贵州许多地方不同，镇远县居民多是

古时戍兵和商人的后裔，汉族占大多数，县城
里的古建筑群落保存完好，舞阳河穿县城而
过，人们临水而居。于是，镇远就在“城”的基
础上，做起了“水”的文章。

地方凭实力出圈，大家都想复制成功经验，
但拿出拳头产品、走出特色之路，并非易事。黔
东南州有着多样的地貌、丰富的民俗、多彩的文
化，这些都成为当地发展旅游得天独厚的资源，
各地政府因势利导，将黔东南的旅游推上了一
个新台阶。有网友说，去黔东南旅游，从一个地
方到另一个地方，每天都在过节。

网友的话堪称点睛之笔，道出了黔东南
区域旅游产业差异化发展的秘笈。当地干部
也骄傲地表示“大家不一样，才有吸引力，也

才能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旅游富百姓”，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以

“村超”的举办地榕江县为例，今年5月，该县
接待游客 107.37 万人次，同比增长 39.73%，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2.41 亿元，同比增长
52.08%。“旅游累干部。一场村超比赛，涌进
来几万人，光安全问题，就得投入多少人力？
操多少心？”尽管辛苦，但当地干部说这番话
时脸上却一脸骄傲——“旅游确实给老百姓
带来了实打实的收入。”

采访过程中，地方干部“让老百姓富起
来”的愿景溢于言表。镇远是个因旅游而兴
的地方，黔东南也正在迅速成为网红打卡地，
褪去这些外在的光鲜和荣耀，还有什么比“让
老百姓富起来”更动听的表达吗？政府“拼”
起来也好，干部累一些也罢，如果能切实让百
姓的腰包鼓起来，这些付出都值得。

旅游产业发展，能带动景点、旅行社和餐
饮、交通、娱乐等多个行业发展，是名副其实
的富民产业。这些年，越来越多地方将旅游
产业当作地方发展的重头戏，镇远和黔东南
的故事告诉我们：立足自身，找到适合自己的
路，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金钥匙，也是打开
富民之门的金钥匙。

不一样才有吸引力

弓长

据 7 月 25 日北京日报客户端报道，

随着各大高校向社会开放校园参观，校

门口出现了一批兜售名校文创产品的商

贩。记者近日调查发现，这些打着名校

旗号售卖的文创产品，均是未经官方认

证的“三无”产品，不仅质量低下，价格更

是比进货价翻了几番，已有不少游客上

当受骗。一些电商平台上，还有大量不

知名商铺打着名校官方旗号和标志售卖

相关文创产品，部分店铺还提供定制服

务，普通商品印上校徽或校园图片，摇身

一变就成名校出品。

近年来，不少家长选择国内知名高

校作为孩子的重要暑期出游目的地，意

在让孩子通过参观高校感受其学术氛围

与人文底蕴，拓展视野、陶冶情操，激励

孩子树立远大志向和宏伟目标。

在高校经典建筑前拍照留念，聆听

励志讲座，参观高校自然少不了物理意

义上的打卡。与此同时，购买高校文创

产品也成了一种流行的打卡方式。这本

无可厚非，但也应警惕“买了就算心灵接

受了熏陶”“拿着印有知名高校 logo 的

包脸上有光”等倾向。

应该明确的是，印有高校校徽、校训

的各类文具、日用品等，确有其相应的使

用价值，但对孩子而言，在向往的大学校

园里徜徉，接受大学的历史、人文、环境

等方面的熏陶，更为重要。不能让这些

沉浸式体验变成“买买买”，家长要在这

方面保持理智，对孩子做好教育和引导。

其实，多数高校的文创产品附加值并

不高，很多都只是在普通商品上简单印上

了校徽，不能真正体现高校的精神文化内

核。所以，伴随暑期游学热而来的“抢购

风潮”很大程度上会随着假期的结束而消

失，缺乏内涵的文创产品恐怕也会被市场

淘汰。家长如果只是一厢情愿地为面子

买单，难免会被一些人割韭菜，此前就发

生过有网红假冒名校学霸身份在网上大

量售卖假冒伪劣高校文创产品的案件。

值得追问的是，孩子和家长走进高

校、参观名校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教育

的本质在于唤醒而不是灌输，家长不必

急于想让孩子在参观高校的过程中获取

什么实质性的物件，而是要通过类似沉

浸式体验，在孩子心里种下理想的种子，

耐心浇灌，静待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