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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莎莎

“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全世界劳动人
民共同的节日。在劳动节即将到来之
际，我们不仅要向辛勤的劳动者致以崇
高敬意，还应深入思考如何进一步保障
劳动者的劳动幸福权，促进宜居宜业城
市建设。

劳动幸福权，即人通过劳动展现自
我价值，实现自我发展。在学者张向荣
看来，最大限度地保障每一个人的劳动
幸福权是良善社会的必要条件，其主要
包括三个维度。从价值维度来看，劳动
幸福权是城市美好生活的价值旨归；从
动力维度来看，不断增长的劳动幸福权

是美好生活的发展动因；从实践维度来
看，劳动幸福权是助推城市美好生活实
现的具体途径。

劳动，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石，不
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还铸就了城
市的繁荣与文明。保障劳动幸福权不仅
是对劳动者个体的尊重与关怀，更是对
城市发展理念的深化与实践。实践充分
证明，劳动者有更多获得感，劳动权益有
更多保障，劳动热情就会竞相迸发，创造
活力就能充分涌流。

那么，如何保障劳动者的劳动幸福
权？以各城市招揽人才为例。优秀人才
最看重的是事业发展和取得成就的机
会、尊重和认可、薪酬待遇、工作条件和

生活环境等因素。只有这些需求得到满
足，他们才能感受到劳动的尊严与价值，
从而更积极地投入到工作中，为城市发
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吸引人才不仅要拿出优惠政策和满
满诚意，更需要当地的产业支撑。宜居，
意味着城市应提供优质的居住环境、便
捷的交通设施、完善的公共服务，让劳动
者享受高品质的生活。宜业，则要求城市
为劳动者提供广阔的就业空间、更多的职
业发展机会以及良好的工作氛围。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从多
个方面入手。应加大对劳动者劳动权益
的保障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实现
好、维护好、发展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应加强社会舆论引导，让尊重劳动、尊重
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在全社会蔚然
成风，激发劳动者的内生动力，让劳动者
在社会的尊重与认可中感受到自己的价
值。企业也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关注
员工的成长与发展，为其提供良好的工
作环境和福利待遇。

城市发展离不开广大劳动者的辛勤
付出和创新创造。在劳动节这个特殊的
日子里，我们要感谢为城市发展付出努
力的每一个劳动者，也应深刻认识到保
障劳动幸福权的重要性。笔者相信，在
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劳动幸福权将得
到更好的保障，劳动者必将拥有更多的
获得感、幸福感。

让劳动者有更多获得感

□ 张英东

教师的首要任务是教书育人。近
日，一则新闻受到中小学教师的广泛关
注和讨论：为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
育教学负担，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
书组印发通知，对开展规范社会事务进
校园为中小学教师减负专项整治工作作
出部署，要求集中整治与教育教学无关
的活动和工作随意进入校园情况，以及
社会事务进校园过程中重留痕轻实效的
形式主义，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一个
被社会事务缠身的教师，如何做到专心
备课、安心教学？近年来，规范社会事务
进校园一直是教育领域的热点话题，也
是长期困扰中小学教师的难点问题。今
年全国两会期间，民进中央就曾提交《关
于减轻教师负担，让教师潜心教书育人
的提案》，建议完善学校非教学任务准入

机制，实行目录清单制度，未经批准的督
查检查、考核评比、创先争优等活动，与
教育教学无关的调查测评、网络投票、普查
统计、信息填报等活动一律不能进校园。

教师负担重、琐事多，并非新鲜议
题。据报道，目前，中小学教师减负“不
到位、不彻底”问题仍比较普遍，教师负
担过重现象依然存在。究其原因，主要
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将行政任务转嫁给学
校，出现了表面“减负”、实际“增负”，甚
至“越减越增”的怪现象。由于中小学校
在教育经费、人事任免等方面依赖行政部
门，办学相关的各种资源掌握在不同行政
部门手中，导致学校乃至教育系统自身不

“硬气”，面对五花八门的“非教学任务”违
规进校园，不敢言、不敢挡，也挡不住。

为中小学教师减负，并不是对教师
群体的特殊优待，而是让教师有时间和
精力回归教学主业，完成好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社会事务无序涌入校园，不仅

占用了宝贵的教育时间和资源，更分散
了教师的精力，使得他们难以全身心投入
教学中。只有减去中小学教师身上这些
不应承受之重，才能让教育回归其本质。

制度的建立是基础，而关键在于执
行。落实为教师减负政策，需要行之有
效的具体措施，通过明确准入标准，建立
白名单制度，有效控制社会事务进校园
的总量，确保进入校园的活动具有教育
意义，避免教育资源的无谓消耗。教育
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关注
和支持。社会各界都应充分认识到教师
减负的重要性，尊重教育规律，减少对学
校的不合理要求。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为教
师减负，是保障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
平、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
期待，随着一系列政策的深入实施，教师
将成为更加幸福的职业，孩子们将在更
加健康的环境中茁壮成长。

为教师减负，还教育以本真
□ 张丽

在各种手机导航
软件大行其道的今天，
指路条还有用场吗？
答案是肯定的。据央
视报道，网友在乘坐南
京地铁3号线时，看到
一位老人手中拿着一
张手写的指路条。据
悉，这是南京地铁的

“信鸽服务”，若有乘客
问路，工作人员便会将
换乘方式、出站指引等
内容写在一张纸片上，
引导乘客顺利到达目
的地。他们还将一些热
门路线印成彩色的便签
条，供乘客随时取用。
不只是南京，杭州、宁
波、合肥、西安等城市也
推出了类似服务。

地铁里的小纸条，
指 出 了 文 明 服 务 之
路。当最先进的地铁
技术、运营管理与最朴
拙的手写小纸条结合
在一起，带给乘客的是
技术与人文的双重关
怀。换乘地铁时，许多人都会遇到这样
那样的问题。这张小纸条告诉那些不会
用智能手机或者不会看导航软件的人，有
人看到了你出行中的困难，有人会悄悄地
给你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在这个步履匆
匆的地方，你并不孤独。

曾经有很多关于地铁服务的吐槽，
因为每天问路的人那么多，地铁工作人
员要把相似的话重复很多遍，难免又累
又烦。但服务工作必须做好，所以指路
纸条的出现成为一种必然。根据经验，
地铁方面把被问到最多的路线做成不同
颜色的便签条，让往来乘客随时取用，同
时也保留手写小纸条，服务于每个人的
具体需求。一个小小的举措，减少了工
作人员的重复劳动，方便了大量人生地
不熟的乘客，也关照到了确有需要的
人。这些人中可能老年人占了大多数，
毕竟他们就算会用手机，也更相信能交
流的人以及手写出的字。

不仅仅是地铁，高铁站、机场其实都
需要这样的纸条，而且不光是指路，最好
能够给出各种便民指引。要知道，有很多
人是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进高铁，那种
对陌生环境的恐惧需要有温度的帮助来
化解。文明和信任就是由这样于无声处
的点滴帮助积累起来的。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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