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性 ”王琪/漫画

学校体育场馆节假日向社会开放为何这么难?
随着 2024 年暑假的到来，全国多地推出

了学校体育场馆免费对外开放的举措，受到

群众的广泛欢迎。然而，尽管如此，我们看到

还有很多学校大门紧闭，让四处寻找健身场

所的居民深感惋惜。

2022 年全国体育场地统计调查数据显

示，包括公办学校在内的事业单位体育场地

面积占全国的四成多。学校体育场馆如果向

社会广泛开放，无疑将大大缓解群众健身需

求与体育设施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

在人们日益重视健康的大环境下，运动

健身是很多人的需求。事实上，为了给群众

创造更多的健身场所，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

早在2017年就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学校体

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见》，鼓励学校免

费或低收费对社会开放，鼓励社会力量积极

参与学校体育场馆开放。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很多学校在开放一

段时间后，又再次关上了门。何故？一是安

全。任何时候安全都是第一位的，学校正常

上课期间已经承担了很重的安全责任，周末

或假期开放学校，会带来新的不可预知的安

全问题，让学校压力倍增。二是资金。学校

体育设施和健身秩序的维护需要资金，而学

校经费有限，节假日向社会开放，需要管理费

用，钱从何来？三是管理。学校对外开放，大

大增加了学校的管理压力和难度。管理学生

办法自然很多，但面对群众可能束手无策，甚

至会产生矛盾。

因此，学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就需要政

府、学校、社会共同发力，解决难题。政府需

加强统筹和规划，加大资金投入，为学校体育

场馆开放创造条件。一些地方实行“共享操

场”模式，将教学办公区与操场隔离开，操场

对学校和社会分别开两个门，上课时学生用、

不上课时群众用，取得很好的实效。还有些

学校积极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将学校场地设

施对外开放的安全责任分解为属地方、运营

方和保险方，不仅能减轻学校的安全焦虑，还

解决了资金和管理的问题。

总之，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

身需求，我们不能将目光只盯在学校，还可以

利用沿河沿湖步道、商场门前广场、街角公园

等存量资源，解决人们运动健身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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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伏天裹毯子”倒逼空调控温

微声音

非常道

扫
一
扫
更
精
彩

市场星报电子版www.scxb.com.cn
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

2024年7月26日 星期五
星级编辑/蔡富根 组版/李 静 校对/刘 洁星眼02

出版单位 安徽市场星报社

地 址 合肥市黄山路599号

时代数码港24楼

企业“任性”罚款是“花式”侵权

零 售 价 1元/份
全年定价 240元
法律顾问 安徽美林律师事务所

杨静 律师
承印单位 新安传媒有限公司

印务公司

地 址 合肥市望江西路505号

电 话 0551-65333666

新闻热线 62620110
广告垂询 62815807
发行热线 62813115
总 编 办 62636366
采编中心 62623752
新闻传真 62615582

市场星报电子版
www.scxb.com.cn

安徽财经网
www.ahcaijing.com

Email:xbxy2010@126.com

市场星报官方微信

掌中安徽APP

市场星报官方微博

《安徽画报》微信

星报传媒
全媒体矩阵

近日，一则员工下班忘关

空调被罚款 100 元的新闻引

起关注。不转发朋友圈罚款

100元、每欠周报1次罚款20

元、迟到一次罚款50元……记

者采访了解到，不少公司以加强管理、约束员工

为名，设立各种罚款条目，这种“一言不合”就罚款

的行为是否合理？遭遇不合理罚款，劳动者又该

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7月25日《工人日报》）

现实中，一些企业不乏奇葩管理招数，设

立名目繁多的罚款事项，还有企业以“乐捐”

“负激励”等名义变相罚款。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

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五十条 用

人单位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通过民

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

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

以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从这一层

面讲，企业的相关规章制度，只要是依法制定

且双方认同，企业对违反规定的员工进行罚

款未尝不可，也势必会得到员工的认同。

但必须注意的是，企业根据依法制定的

规章制度，无论采用何种标准，都必须确保罚

款金额合理、公正。例如，应注意掌握罚款的

限度，在每月罚款后不能使其工资低于当地

最低工资水平。同时，也须兼顾合理性，诚如

前述提到的种类繁多的罚款项目，显然是欠

妥的，更多的是令员工反感。

企业管理不能只盯着罚款，应该有更好

的选项。如，可通过绩效考核降低其奖励性

收入来体现。有受访专家就表示，对于员工

的一般性过错行为，企业应主要通过批评教

育的方式来解决，如果员工的过错行为对企

业造成了经济损失，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

等相关规定，企业可以行使解除劳动合同，或

者要求员工支付违约金和赔偿损失的权利。

总而言之，企业须以合法合理的方式行使

用工自主权。对员工“任性”罚款的背后，不仅

会侵害员工的权益，更不利于企业自身管理。一

旦因此发生劳动争议，对双方而言均是费心费

力的事情。于此，企业要依法诚信文明用工，并

多些人性化管理举措，劳动者自身也应遵守企

业规章制度，避免因个人行为对企业造成损失，

这也是对自己和企业发展负责。 杨玉龙

中央气象台7月24日继续发布暴

雨黄色和高温橙色天气预警。然而，

24日，有人却在网上喊出了：真的要冻

死在这三伏天了！一年一度的办公室

空调温度之争，又开始了！“怕冷星人”

纷纷吐槽！由于办公室温度太低，或

工位正对着出风口，许多怕冷打工人

在吐槽的同时，也分享了自己的御寒

装备。（7月24日极目新闻）

2018年6月5日，生态环境部等五

部门出台《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

行）》，其中规定“合理设定空调温度，

夏季不低于 26℃，冬季不高于 20℃”

等，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

式。如此语境下，网友晒裹毯子上班

照片，称“要冻死在这三伏天”，表明办

公室空调温度开得太低，违反了上述

规定，不仅对身体健康不利，而且浪费

了电能。

其实，早在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

便下发了《关于严格执行公共建筑空

调温度控制标准》，规定“夏季室内空

调温度设置不得低于 26℃，冬季不得

高于 20℃”。但从近 10 多年的执行情

况来看，显然差强人意。一些居民和

机关事业单位，夏季将空调温度设定

在 26℃以下、冬季将空调温度调至

20℃以上，似乎已成一种“常态”。

可以说，空调“控温标准”，成了

一纸空文。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一节

能举措仅具倡导性，缺少强制性，没有

明确有效的处罚措施，遵守规定与否

全凭自觉；同时，政府公共节能机构很

少进行实质性监督管控，加之缺少处

罚的法律依据，因而对于一些公共场

所违反控温规定行为，只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甚至放任自流。然而，与

之相对应的是，全国大部分地区用电

负荷连创新高，用电紧张的地区已开

始实行错峰用电，部分老旧小区甚至

频受断电困扰，严重影响了市民日常

生活。

可见，“三伏天裹毯子”，倒逼空调

控温。落实空调“控温标准”，仅靠倡

导并非治本之策。必须完善“控温标

准”，引入处罚机制，加强政府监管，对

高消费场所违反节能规定的进行高额

处罚。 汪昌莲

保持边界感
才能得到某种恰到好处

人与人之间，自己与自己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

亲密有间，才能得到某种恰到好处，更是拥有一种必

要的惬意和舒服。关系也好，感情也罢，无论多么亲

近，都要学会互相尊重，懂得保持距离。很多时候，保

持一种必要的距离，才能让彼此的关系得以畅快地发

展，自由地延伸。学会跟生活保持边界感，就是凡事

要做到恰到好处，而不是任由自己喜好来决定。愿你

在生活之中，在朋友之间，在爱人面前，一切的一切，

都可以做到保留边界感，保持距离。 @新华社

提升行动力的5个建议
希望对你有帮助

1.想再多，不如做起来再说。我们在开始做一

件事前，总会有许多的想法，比如害怕做不好，担心

会遇到困难。但其实，很多事都是在“想”中算了的，

却是在“干”中成了的。2.培养微习惯，再养成长期习

惯。做一件事时，如果把目标定得太高，就可能会望

而生畏。3.把间歇性努力变成持续性精进。只要不

停步，总会距离目标越来越近。4.先完成，再完美。

所有的完美，都建立在完成之上。做任何事都需要

循序渐进。5.与其寻求他律不如做到自律。超强的

行动力，要建立在强大的内驱力上。 @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