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车通”快处交通事故值得推广

热点冷评

■ 钱夙伟

10月1日上午8:30，陈女士驾车在盐城

高铁站口不慎追尾前方正常行驶的一辆大

巴。要在以往，节假日客流车流高峰，势必

会形成长时间拥堵。然而，这种令人担心的

场面并没有出现。（10月14日中国新闻网）

“女士，请您近距离将镜头对准车辆碰

撞的位置。”接通陈女士拨打的报警视频电

话，“云车通”服务台民警立即通过视频远程

指导陈女士拿着手机绕车一周。1分钟不

到，自动拍照取证完毕，双方将车移到路边，

5分钟不到事故责任认定书就发送到陈女

士手机。收到事故认定书不一会，保险公司

随即定损理赔，案结事了。

这是江苏盐城全面推行的“云车通”快

速处理众多轻微交通事故中的一个。车辆

小碰擦，1分钟取证完毕，移车“让路”顺畅交

通；交通事故人员受伤，凭借警方出具二维码

免费就医治疗；交警、当事人、保险、医疗、维

修五方实时对话，全程记录，透明公正。江苏

盐城全面推行的“云车通”道路交通事故处理

新机制，让事故处理更简单、更透明、更公正。

一直以来，“速度慢”“路程远”“周期长”

“工序烦”等问题始终像“石头”一样横亘在

每个经历过“小碰小擦”交通事故车主的心

头。盐城警方借助高科技，探索建立“1+4”

线上线下服务体系，即1个远程处理中心和

4 个线下一站式服务点，实现线上远程处

置、线下全面托底，让交通事故快速、高效、

公正、透明处理，也使长期以来“小碰小擦”

交通事故处理中的诸多难题迎刃而解。

当然，“云车通”的推出，从根本上说，体

现了“群众的难点在哪里，我们工作的靶心

就在哪里”的责任意识和为民情怀。正是始

终以群众需求为改革指向标，通过整合多种

手段切实提升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才有了

“云车通”的“资源汇聚了，机制畅通了，流程

简化了，风险减少了，警力资源也节约了，警

务效能也随之提升。”也因此，当不少地方的

“小碰小擦”交通事故仍成为车主尽头的

“石头”，“云车通”值得推广。

时事乱炖 完不成考核就“卷铺盖走人”，违法！
■ 关育兵

考核是公司激励员工的一项重要管理

制度，完成考核目标“有奖”可以，但完不成

考核“卷铺盖走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近

日，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劳

动合同纠纷案，公司根据“军令状”，对未能

完成保底业绩的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

同，被依法认定为违法解除，公司应当支付

劳动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0月

14日《工人日报》）

通过考核来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是企业常用的管理方法。这样的管理

方法，也是法律所允许的。存在考核，就肯

定会有考核结果。达成考核目标，乃至考

核优秀，晋升提职是皆大欢喜的结果。然

而，有喜就有忧，有考核优秀的，就难免会

有考核不达标，乃至考核末位的。对于完

不成考核目标者，是否就可以让被考核者

“卷铺盖走人”呢？

这样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劳动合

同法》第四十条规定，劳动者不胜任工作，

经过培训或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胜任工作

的，用人单位方可按照规定

解除劳动合同。也就是说，

即便劳动者达不成考核目

标，用人单位也需对劳动者

进行培训或调整工作岗位，

在培训或调岗之后再次考

核不合格，才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

因此，在此起劳动合同

纠纷案中，“军令状”虽约定

未完成保底业绩予以淘汰，

但该约定有悖于法律规定，

其效力法院不予认可。事实

上，不只完不成考核就“卷铺

盖走人”是违法行为，在工作

中常见的末位淘汰制也同样是违法行为。这

些行为实际上是剥夺了法律赋予的劳动者在

不能胜任工作情形下获得培训或者调整工

作岗位的权利。

劳动合同的解除、终止条件是有法律

规定的。劳资双方在符合法律的条件下，

可以做出进一步的约定，双方随意、简单、

自行的约定，是不能与法律相违背的。因

此，即便劳动者签署了所谓“军令状”，但仍

不属于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

的情形。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应当对此有

清晰、明确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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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对当下一些职

场年轻人来说是常事。

年轻人是否知晓劳动法

关于加班时长的相关规

定？在自己的合法权益

受到侵害时，他们会怎么

做？近日，中国青年报社

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对 1641 名受访

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8.5%的受访者知

晓劳动法中关于加班时长的规定。面对过

度加班，超半数受访者会要求涨工资或减

少工作量。（10月14日《中国青年报》）

面对过度加班，超半数受访者会要求

涨工资或减少工作量。可见，涨工资或减

少工作量，是员工普遍的一种权益诉求。

工资的高低，直接体现了员工的劳动价值；

企业给员工加薪，是对其劳动价值的肯定

和尊重。通过加薪，让劳动价值与工资成

正比，不断提高员工的物质生活水平和质

量，是体现和保障员工体面劳动、有尊严生

活的基本条件之一。同时，可以增强员工

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员工对企业

的“忠诚度”。相反，收入的畸低，理想与现

实之间的差距，将会直接加剧员工的失落

感，直至失去生活信心。

换言之，必须正视过度加班背后的权

益困境。不可否认，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

总体工资水平不断提高，但物价也在持续

攀升；一线员工的工资增长却非常缓慢，很

多企业的工资甚至多年零增长。特别是有

些企业，因工资低，员工“跳楼求加班”，企

业沦为“血汗工厂”，这才是最具根本性和

普遍性的问题。可以说，少加班，多加薪，

是消除企业“血汗味”的良方，只要企业的

“血汗味”消散了，就能够实现企业发展与

员工权益双赢。

当然，不是涨了工资，就能解决所有问

题。在加薪的同时，企业还是要致力于改善

管理方式，营造更加人性化的企业文化。企

业也是个大家庭，每个员工都是家庭成员之

一；企业领导作为家长，要像对待自己的子

女一样，给予员工更多的关爱。员工既是企

业的劳动者，也是企业的主人；既有参加劳

动、为企业创造财富的义务，也有获取劳动

报酬、享受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权利。这就要

求我们的企业管理者最大限度地尊重员工

的基本权利，像管理和教育自己的子女一

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事事处处充满爱。

正视“过度加班”背后的权益困境
■ 汪昌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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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适时做“减法”
生活才能是“加法”

我们总把伤害过自己的人和事藏纳

于胸，难以释然，被负能量拥阻了心灵，

其实这只不过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很

多时候，我们想要的东西太多，而真正需

要的其实很少。适时给生活做减法，我

们才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享受生活的美

好，追寻更有意义的人生。 @人民日报

非常道

每个人都会老去
别让他们的需求被遗忘

据统计，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 2.6

亿。完善服务保障措施，智能化服务要

适应老年人需求，这些举措，值得提倡：

①减少扫码困扰；②保留大字号；③多给

老人打电话；④保留报销凭证；⑤保留人

工窗口；⑥一键叫车服务……每个人都

会老去，传递，倡议。 @人民日报

依“法”■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