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眼又到了毕

业求职季，长春某

大学的应届毕业生

小雪（化名）最近就

因为工作的事头疼

不已。原来，她在

网上应聘了一家娱

乐传媒有限公司，

结果顺利上岗，工

作一个月后，终于

盼 来 了 第 一 笔 工

资，而这笔工资只

有 160.25 元。小雪

在单位并没有底薪，工资完全按照绩效，绩效工资是1750元，扣除未完

成工作和考勤，就剩下160.25元。（7月19日《新文化报》）
一个月 160 元的工资是个什么概念？通常来说，不及一个普通工

一天的工资，比起都市白领或者金领更是差距悬殊。当事人固然有打

脸的感觉，不过在反复强调并致力于法治建设的大背景下，此何尝不是

打了法律和监督的脸。

无论是《劳动合同法》还是《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都明确规定，劳

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

同约定工资的80％，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工

资支付暂行规定》第16条规定，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

济损失的，用人单位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经

济损失的赔偿，可从劳动者本人的工资中扣除。但每月扣除的部分不

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20%。若扣除后的剩余工资部分低于当地月

最低工资标准，则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

如此看来，无论是法定意义上的基本工资，还是合同约定中的基础

工资，或者是用工方可以任意操控的绩效工资，作为整个工资的重要组

成部分，都必须坚持的几个法定原则，一是试用期工资不得低于相同岗

位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80%，二是所扣款项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

20%，三是最终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标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总之，无论采取哪一条原则，大学生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可能低于160.25

元。有如此结果，说白了还是“任性使然”的结果。当监督的作用未能发

挥，劳动侵权就不会付出应有的代价；法律的权威没有得到树立，那么用

人单位对劳动者的权利就不会尊重，也不会对侵权后果心存敬畏。

用工单位如此强势与嚣张，与权利保护的机制孱弱有直接的关

联。表面上看，160元的月工资打了初入职场大学生的脸，其实是对法

律与监督的挑衅，也是对法律权威与个体权利的漠视。

城市不应该成为一个
摸不得、碰不得的瓷娃娃

如今不少城市都设计了作

为公共空间的广场、公园，本意

是希望更宜居，但往往为了所谓

的形式美，或把野草尽除，代之

国外引进的草坪草种，高价维

护；或把土地遮住，给它铺上黑

色的柏油方块和华而不实的地

砖、大理石。

北大教授俞孔坚曾提出，我

们要警惕“城市化妆”运动，虽然

它也考虑舒适和人的生活，但还

是以美观为主要目标。

《人民日报》的文章说，我们

的城市不应该成为一个摸不得、

碰不得的瓷娃娃。

教育征程
不能止步于毫厘进退

奥数到底有多热？连三伏

天都拼不过它！记者连日调查

发现，上奥数班已经成为部分小

学生的暑假“标配”。

关于奥数的问题，其实早有定

论。中国奥数队领队、主教练熊斌

教授坦言，只有5%的学生适合学

习奥数。

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违反

儿童天性充满铜臭味的“奥数

班”却偏偏大行其道。奥数热之

所以疯狂到如此境地，固然需要

从切实推进教育公平，破解“择

校热”等机制建设入手，但家长

们好好理一理自己那颗凌乱的

心亦是当务之急。《钱江晚报》的

文章说，每一位孩子都有属于自

己的节奏，万里征程，岂能在乎

毫厘之进退？

爱国
需要激情也需要理性

“报国寸心坚似铁”，爱国，

多么神圣而纯粹的情感。当事

关国家利益，你我都该挺身而

出。然而，炮制阴谋论不是爱

国，打砸抢不是爱国，四面树敌、

伤害自己人也不是爱国。爱国

不需理由，但需理智。不盲目跟

风，不盲从泄愤，这也是一种爱

国。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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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G BAO SHI PING星报时评

SHI XIANG ZA TAN世相杂谈160元的月工资
究竟在打谁的脸

□堂吉伟德

WEI SHENG YIN微声音

FEI CHANG DAO非常道

寿县割接宣传
尊敬的客户：

根据安徽省通信管理局统一安排，我
公司将于2016年7月22日19时至2016年
7月23日6时实施六安、淮南本地网通信网
络调整系统升级工作，在此期间将会暂停
全省各渠道服务，包括10086客服热线，带
来的不便之处深表歉意，请您谅解。

温馨提醒：升级期间将不能进行话费
查询和交费，为保证您的正常通信，请您提
前查询话费并及时交费。

特此公告。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日
注：本公告内容如有变更和补充，将另

行告知，也可登录中国移动安徽公司网上
营业厅www.ah.10086.cn查询或咨询客户
服务热线10086。

治理非法信息
百度更该主动出击

“百度搜索推广赌博网站”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19日国家网信办表示对此事高度重视，并要求北京

市网信办进行调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百度搜索

深夜推广赌博网站，一夜推广费超过30万元。对此

百度回应，所涉网站中的赌博信息均为企业私自违

规更改，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将协助调查。

今年以来，百度频招风波，公众对百度的质疑

不断。针对公众质疑和相关部门约谈，百度也进行

了一系列整改，包括确定商业推广以信誉度为主的

排名登记制，取得了一定效果。

但新近曝出的问题，表明百度的整改措施仍

需加强。影响力越大，理应责任越大，百度有着常

人难以企及的研发实力和用户覆盖率，不仅应带

头不折不扣地遵守行业条例，更应成为自我监督、

规范的先驱，带动行业自律，共同构建健康的互联

网空间。

主动整改，强化自我约束更是百度求得长久发

展的内在需要。在互联网领域，“唯快不破”是互联

网企业行走于不败之地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

“唯快不破”不应沦为“唯利是图”。互联网产品需

要快速持续的创新来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但是，

在固有优势上“躺着赚钱”终非长久之计。更何况

某些盈利模式的瑕疵百出，如不及时警醒，其发展

优势很可能在短时间内丧失殆尽，甚至会遭到被取

代的命运。

面对“公关危机”，作为行业巨头的百度，应主

动出击，与监管部门形成合力，对网络非法信息进

行围追堵截。一方面，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对非法信

息多发时段进行预判，形成严控、屏蔽态势；另一方

面，针对互联网领域的新问题、新趋势，加强与监管

部门沟通协调，及时为监管部门提供立法线索，弥

补法律法规空白，而不是“闷声畅游”在边缘的“灰

色地带”。 据新华社

“网络词汇进词典”
应“从长计议”
□刘昌海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

对 2000 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9.6%的受访者会

频繁接触网络用语，66.9%的受访者平时会使用。

57.5%的受访者认为网络语言是互联网时代的必然

产物，62.1%的受访者建议将有意义和创意的词汇

收进词典。（7月19日《中国青年报》）
词典作为工具书，其作用就是我们有不懂的词

汇，从中可以查询到其含义。从这一点上讲，网络

词汇当然应该收进词典，因为网络词汇也是人们经

常用到的语言，也需要词典进行解释。

不过，传统词典的修订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

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比如我们常用的《现

代汉语词典》，最新的修订时间是在 2012 年。这样

的修订频率，显然跟不上网络词汇的产生速度。

另一方面，网络词汇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

速生速死，现代网民也容易喜新厌旧。前几年天天

挂在人们嘴上的网络潮词，过几年可能无人使用。

这就很可能会造成，当下正在流行的词汇在词典上

查阅不到，而词典上收录了的词汇，却已经被淘汰

不用。

所以，“网络词汇进词典”应“从长计议”。对于

那些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已经成为了日常用语的词

汇，当然可以大大方方地收入词典。而对于新出的

网络词汇，则需要设定一个“考验期”，考验合格再

予以收录。否则，如果见新词就收入，很可能会跟

在流行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费力不讨好。

将网络词汇收入词典，除了释义这一基本功能

之外，更多的是体现词典对现代汉语的规范作用。

将那些符合现代汉语规范，并在实践中证明具有生

命力的网络语言收入词典，既体现词典的权威性，

又体现词典的实用性，才是最正确的做法。

警惕繁荣背后有风险
——一评楼市变局

继二线楼市“四小龙”中的合肥7月1日实施楼市新政之后，7月15日

起厦门市也调整住房信贷政策，两地政策核心都是提高二套房及以上最

低首付比例，释放出降低信贷杠杆为楼市降温的重要信号。

有所行动的不单是合肥和厦门。上海、深圳和北京限购政策不松绑；

苏州、南京先后出台土地拍卖的“熔断机制”防过热；部分银行也开始通过

“降杠杆”控制投资楼市的风险，如兴业银行大幅收缩开发贷款、个人按揭

贷款额度，工行个人商用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由50％调整至70％……

楼市再现降温信号，是对当前部分一二线城市再现过热苗头的警示。

今年上半年，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以及合肥、南京、苏州、厦门等核

心二线城市轮番上演“日光盘”和“一房难求”剧情，将楼市热度急剧推

高。房价上涨使得一二线城市库存压力基本释放，但“买涨不买跌”的心

理驱使一波又一波买房人涌入售楼处，提早释放购房需求。上海、深圳再

现通宵排队买房，合肥、南京陷入上万人争抢百套房源的疯狂模式……

繁荣景象的背后潜伏着风险。

与前几轮楼市反弹不同的是，本轮部分城市房价暴涨、地王频出，更

多与金融杠杆的撬动有关。30％的首付将房地产投资的杠杆率上升到两

倍以上，而年初曝出的链家和很多P2P公司提供的首付贷则进一步放大

了杠杆，这一现象与2015年股市流失的场外配资非常相似。

加杠杆无疑有助于消化房地产库存，但如果杠杆过高，房地产就不再

像必需品，而是越来越像金融品，势必催生房地产投机行为和房地产价格

泡沫。如果继续加杠杆，将导致旧的泡沫还没挤出，新的泡沫又会积聚，

最终可能会在政策收紧时破裂，导致房地产市场、金融体系甚至整个经济

出现风险。

历史告诉我们，美国的次贷危机、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就是由于反复加

杠杆，通过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再宽松，形成了恶性循环。因此一旦发

现房地产过度杠杆化的苗头，就必须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 据新华社

SHI SHI LUAN DUN时事乱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