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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南方航空西安分公司机务
程佳奇在进行轮舱检查。

近日，西安持续高温天气。为确保航
空运输高峰期的飞行安全，中国南方航空

西安分公司的飞机维修人员冒着高温，坚
守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停机坪，为每一架次
飞机执行检查、维护和保障任务。

□ 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烈日下的“飞机守护者”

师世保，甘肃静宁人，中铁二十局电气
化公司一名电力专业工人。曾被中国铁建
股份公司评为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

三十六年前，他满怀光荣与梦想，踏
上西去的列车，远离家乡那座交通闭塞、
世代贫瘠的山村，立誓要在部队学好本
领，退伍后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然
而，造化弄人，他没有成为《咱们的退伍
兵》方二虎，阴差阳错成为了一名四海为
家的筑路工。

回忆起改革开放 40年的变化，师世保
感慨万千，归结一句话：“日子越来越好了！”

1984年 1月 1日，在师世保的人生中
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命运仿佛和他
开了一个玩笑，本已打算三年服役期满回
乡谋生的师世保，不经意间由一名解放军
战士成为一名国有企业职工。

从 70 年代末开始，在邓小平的主导
下，中央开始对军队进行“消肿”。1984年
11月 1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中
央军委座谈会上表达了裁减员额 100万的
决心。

次年，人民解放军正式实行百万大裁

军，中央军委所属的总参、总政、总后三总
部机关的人员精减了一半；11个大军区精
简合并为 7个；军级以上单位裁掉 31个，
师、团级单位撤销 4054个。“铁道兵”这一
兵种在当年裁军的历史中休戚。

1984 年，师世保与众多的铁道兵战
友一起脱下军装，集体转业并入铁道
部，他所在的铁十师发电连也从世界屋
脊青藏高原的青海省乌兰县辗转来到
山清水秀的秦岭腹地陕西商洛——铁
二十局大理石厂。

师世保从部队走向企业，在新单位，
他的岗位是电工，对于在部队时期从事
发电工作的师世保来说轻车熟路。

当时，大理石厂是中铁二十局紧跟社
会形势发展、拓宽经营渠道的第三产业。
政府给予大理石厂资金和设备方面的扶
持，厂子效益还算红火。

师世保回忆，加工好的大理石成品，

品质色泽低的卖到 80元每块，相当于周边
其他企业单位普通工人 1个多月的工资。

当时妻子在老家，没有工作，加之两
个孩子要上学，全家的开支仅靠他一个人
的工资维持，生活上总是捉襟见肘。来到
大理石厂，自己每月能领到 125 元工资。
他想着，自己好好干，肯定能让老婆孩子
过上好日子。

说到挣钱，师世保眯眼笑着说：“当时
在大理石厂工作还是很体面的。”

1986年 11月，二十局党委决定将通信
处及其所辖的通信所、工程连与发电连合
并组建成立二十局电务处，从事铁路通
信、信号、电力施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师世保经过内部分流，来到了二十局
电务处。那时候每年承揽几万元的工程，
施工任务不饱满，工作节奏也比较慢，息
工成了家常便饭。

1993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基

础建设如雨后春笋，二十局抓住机遇，经
营承揽规模不断扩大，电务处的承揽规模
也日趋好转。这一年，公司承揽了兰新铁
路一些电务工程，师世保参建了该工程，
每月工资 270元，比之前的 125元翻了一
番，他尝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甜头。

1997年，电气化公司基地落成后，师
世保享受到了企业发展的实惠，分到了一
套房子，他把妻子和两个孩子从甘肃老家
接到咸阳居住。

师世保说，企业强了，职工才有好日
子过。现在企业很多惠及职工的好政
策，他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2010 年，
电气化公司在咸阳基地盖了高楼，他们
家分到了一套 130 平方米的大房子，是
企业给他的又一福利；在职工子女就业
上，他的儿子师彬彬于 2012年加入了中铁
二十局这个大家庭。子承父业，解决了师
世保的后顾之忧。

师世保感慨，改革开放 40年来，社会
在进步，企业在发展，职工的日子越来越
好了，希望早日看到中铁二十局鼎盛复兴
时期的到来。 □ 柳英

为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
益，大力加强农民工法律援助
工作，不断增强农民工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青海开展

“法援惠民生·助力农民工”法
律援助品牌建设活动，进一步
提高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知晓
率和影响力，推动实现 2020年
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目标。

据介绍，本次活动以畅通
农民工法律援助维权绿色通道
为重点，以提升农民工法律援
助品牌建设为核心，以服务广
大农民工维权为主线，以“防
范、主动、全覆盖”为主要任务，
为农民工提供精准、便捷、优质
的法律援助服务，开展农民工
法律援助知识宣传教育，有效
防范和化解农民工法律纠纷。

青海将利用农民工集中返
城返乡时机，在劳务市场、车站
广场等农民工密集区域，开展农
民工讨薪维权法治讲座。通过组
织法律援助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法律援助志愿者，采取现场法律咨询、赠
送法律援助宣传资料和实物等方式，大
力宣传法律援助工作，提升农民工运用
法律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

另外，还将从农民工关注
的热点、难点问题出发，从农民
工实际需求出发，组织开展送
法进企业、进工地等活动，促进
农民工依法维权和依规守法。

据介绍，青海多部门将加
强农民工欠薪案件信息通报与
会商沟通，及时了解农民工法
律援助需求，扩大法律援助范
围，完善服务网络，畅通绿色通
道，引导农民工依法理性维权。
同时，为需要帮助的农民工提供
签订劳动合同指导，避免因未签
订或不规范签订劳动合同导致
农民工维权难、执行难。

今后，青海对农民工讨薪
法律援助案件简化受理程序，
不审查经济状况，快速办理。
对有确凿证据证明其合法权益
受到侵害而拿不到工资的农民
工，因故无法出具身份证的，先
行受理，及时提供法律援助。

此外，青海还将依托 12348
青海法网及两微一端，引导农
民工通过网上申请、热线电
话、手机 APP 等多种方式，及

时获得免费法律咨询、代书、调解等
全天候法律服务。同时，引导农民工
通过“百度法律援助地图”就近申请
法律援助，打通法律援助服务“最后
一公里”。 □ 邢生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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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一名筑路工的幸福生活

卡车司机生存境遇亟待关注

近日，由传化公益慈善研究院推出
的《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引起了全社
会的广泛关注。报告为我们展示了近
3000万具有自雇性质的卡车司机群体的
生存境遇，呼吁全社会给予卡车司机更
多的关注和保护。而在近期发生的有关
这个群体的不稳定事件，也更加凸显了
卡车司机的权益保护问题。

作为中国物流运输业的主体，卡车
司机的劳动过程可谓艰辛和疲惫，日夜
奔波在路上，不停地流转于不同城市之
间，工作强度极大。报告显示，卡车司机
每天单次驾车平均时间为 7.8个小时，而
晚上 8 点以后开车 3 小时以上的卡车司
机占比高达 74.9%。由于其四海为家的
特点，卡车司机平均 20 天才能与家人见
面，吃住均在路上。他们不仅缺乏充足

的休息时间和必要的休息条件，长期夜
宿在车里，还要随时提防专门针对卡车
司机的各类罚款，甚至偷油、偷货、碰瓷
等不法行为，这进一步加剧了卡车司机
的不安全感和疲惫感。不仅如此，由于
高强度和长时间的驾驶，卡车司机均患
有严重的职业病，他们几乎都受到颈椎
病、腰疼和胃病的困扰，但却很难有时间
休息和康复。

卡车司机群体高强度的劳动过程却
没有达到相应的收入水平。报告显示，
2016 年卡车司机全年的平均收入为 10.7
万元，但收入在 10 万元以下的卡车司机
占比高达 71%。 65.5%的卡车司机认为
自己处于社会下层。相比于其他群体，
卡车司机具有更强烈的收入诉求。

首先，卡车司机是典型的高债务工
作人群，相当部分卡车司机是自己购买
卡车，但基本上都是靠借贷来购买。报
告显示，卡车司机向银行贷款和家人朋

友借款购车的比例超过 70%。借贷在缓
解资金压力的同时，也提高了司机月供
的压力负担。尤其在国内近年来不断提
高环保标准的态势下，为了防止车辆被
贴上黄标并由此产生的限行、加过滤器、
甚至报废等限制行为，卡车司机都会选
择尽量短的借贷周期，“与时间赛跑”，
这进一步加大了收入压力。

其次，卡车司机的家庭负担较大。
由于长期在外，“卡嫂”们就需要承担照
顾家庭的主要职责。为了照顾孩子和老
人，他们只能打零工或者全职照料，收入
很少。与此同时，近一半的卡车司机家
庭有两个孩子，且大部分孩子正处于上
学年龄。因此，卡车司机是整个家庭经
济的顶梁柱，需要承担家庭的全部生活
费用，对开车收入的依赖性较高。

其三，大量互联网平台进入货运市
场，对卡车司机的收入造成向下竞底压
力。“运满满”“货车帮”等 APP 的出现，

使得大量货运信息上传到了网上。表面
上看，卡车司机有了更多的运货选择，但
实际上却是吸引大批卡车司机加入运价
的激烈竞争中。尤其是大量回程空车的
加入，使得运价大幅下降，严重威胁卡车
司机的基本收入。

卡车司机的生存境遇使得卡车司机
群体开始有不稳定因素，并具有进一步
演变成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卡车司机
的“男性气概”以及四海为家的劳动过程
中形成团结互助的传统，加之互联网媒
体结合手机终端形成的强大组织动员能
力，使得这支在路上的流动职业大军对
自身境遇有了更深的思考以及开始实施
集体行动要求改变现状。而如何解决他
们的利益诉求问题，是一个复杂而多元
的过程，这不仅涉及到交通、路政、环保
等公共政策调整，也涉及到互联网平台
劳动关系责任的认定，以及产业工会体
制该如何适应新形。 □ 闻效仪

■聚 焦■

58速运公司更换新名为“快狗”，要求
运输车辆统一更换车贴为“快狗打车”。
司机们认为新名字一语双关，拉活时自我
介绍变成了骂人。而且已经有客户在下
单时说：快来条狗给我拉货！公司安慰司
机们：人家天猫和京东商城的标志不也是
小猫小狗？司机们怒火中烧，到公司讨尊
严。（8月20日《澎湃新闻》）

从法律角度说，58速运更名为“快狗
打车”，这是企业的基本权利，他人不能也
无权干涉。只要“快狗打车”这个名字本
身没有违法违规，没有损害到其他人的合
法权益，没有违背公序良俗原则，那么按
照法定程序进行改名，这样的改名在法律
上就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应当予以尊重。

另一方面，以今天移动互联网时代
人们的语言习惯来说，“快狗打车”确实不
像一些讨尊严的司机所言，这是一句骂人
的话，伤害了司机的尊严。众所周知，单
身贵族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取而代之的是

“单身狗”，延伸出来的还有“小奶狗”“撒
狗粮”等网络用语，这些网络词语显然都
不是骂人的词语，也不带骂人的含义在里
面。而且，狗、猫等动物萌萌的感觉，的确
更受到今天人们的欢迎。正如58速运所
言，“天猫是只猫”“京东是条狗”，快速崛
起的还有“三只松鼠”等。从这个角度说，
一些司机认为“快狗打车”是骂人，侮辱了
他们的人格尊严，这的确是过度理解了，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误解。

不过，话说回来，诚然企业改名的主要
决定在老板手里，是老板说了算。但企业
真正要改名，还应当倾听一下广大员工的意见，不宜专
断独行，这样才能打消员工的顾虑，安定“军心”，营造
员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才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道理不难理解，作为民营企业，即便是老板的个
人企业，虽然企业改名不会影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但企业改名在客观上必然会影响企业的发展，带来的
可能是有利的发展，也可能是不好的发展，这将影响
到员工的权益和事业发展前景。从这个角度说，企业
改名并非只是老板个人的事情，也与员工息息相关，
理所应当听取他们的意见，真正集思广益，尽可能避
免改名给企业带来不利影响。 □ 容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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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金桥茶座■

众所周知，领导干部
与生产一线职工谈心对
话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有

效形式，可以相互倾吐心声，沟通了解，消除思想
上的困惑，使工作学习生活方向明，目标清。近
日，笔者就谈心对话采访了身边的生产岗位工人，
大家对谈心对话有以下三个期盼：

一是期盼领导放下架子，不高高在上。上级
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和基层员工座谈、征求意见时，
首先要放下架子，尽量不要让职工感受到自上而
下的压迫感，以一个老大哥的身份，平等对话。其
次，谈话时要心平气和，要听得进生产一线职工的
批评和建议。尤其是对一些职工直言不讳、尖锐
的批评更要坐得住、听得进，而且要立即整改。

二是期盼领导少讲大道理，多说暖心话。安
全生产，教育先行，领导在与职工谈心对话时，法
律法规要讲，遵章守纪要说，关系到企业安全发展
重要性的大道理要谈。但主要的安全生产为自己
人身安全、为家庭平安幸福的暖心话要多说。通
过拉家常的形式，换位思考，面对面心贴心地与职
工交谈聊天，使生产一线职工认识到生命的宝贵，
感悟到如果工作中违章违纪出了事故，不仅影响
生产，还会使家人陷入痛苦，终身遗憾。

三是期盼领导要拓宽谈心对话形式和内容。
谈心对话的场所不能仅限于办公室、会议室，而应
该拓展到生产岗位、家庭或者其他感觉温馨的地
方；形式上，不能仅限于面对面，而应该拓展到电
话、短信、微博、微信、问卷调查等；内容不仅限于
安全生产、企业管理，而应该拓展到婚恋家庭、子
女教育、为人处世、消费理财、社会公德等。真正
使谈心对话起到解惑释疑、鼓劲加油、凝心聚力的
作用。 □ 曹吉祥

职工对谈心对话有“三盼”

葫芦村，地处铜川市耀州北部
大山深处。8月初的这里，鸟语花
香、野生药材遍布、野鸡成群……

“你看，那只鸡打盹、没精神，
而且还打喷嚏，说明它感冒了！”7
月 31 日下午，王娟路边随手摘了
一把野生的连翘后说，“熬好后给
鸡喝，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982 年出生的王娟从商洛学
院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小丘镇工会
联合会、耀州区总工会当协管员，
一边干工会工作，一边跑扶贫包扶
村。 5 年的工会经历，让她不仅

“懂”了职工的不易，更“熟”了众多
种养殖企业的“诀窍”。

“我们村的土鸡蛋被铜川甚至
西安等城市慕名赶来的人抢购，买

鸡蛋要走后门，甚至一蛋难求要排
队下订单……”王娟说，这些一直在
她的脑袋里挥之不去。

2012年 3月，协管员岗位合同
到期后，怀着不舍，带着对职工的另
类感情和她脑袋里久久不散的“鸡蛋
奇观”，她利用工作中形成的人脉和资
源，贷款6万元，利用自己家十多亩的
山地半年后搞起了林下养鸡。

一边学，一边养，历经坎坷。
“鸡只认第一个窝”，王娟说，第

一次下蛋时，所有鸡挤一个窝，一天
之内，鸡压鸡死了 200多只，她一下
蒙了。买碟片、下视频，专家讲解
的各类养鸡窍门她挨个学。

2015年，新购回的 6000多只鸡
苗“只吃不长肉”，养了七八个月，

不但赔了以前的所有积累，还欠下
别人几万块钱……

然而，这并非最大的困难。
大规模养殖需要固定的销售

渠道，而创业关键时刻，王娟的孩
子才 2岁，她只好每日大清早摸黑
带着孩子、挎着鸡蛋篮子，农用三
轮车倒公交，奔波 80多公里去跑市
场。铜川老区光明巷步行街，她一
家一家地跑，一个门面一个门面地
讲解，常常要一整天。

“经常碰到同学，好多都以为我
生活过不下去了！”回忆往日，王娟
笑着说，“鸡蛋不愁卖，订单很多，但
我还是每天坚持去市场卖鸡蛋！”

靠着口碑，王娟养鸡的生意越
做越大。她不仅建立绿之然种植

养殖合作社，固定了与村民的养鸡
合作，还成立瑶曲镇电子商务服务
所，搞起了“电商＋合作社+产业+
农户”的精准扶贫模式。

免费发鸡苗给贫苦户，签协
议协助饲养和回收，还以高于市
场收购价帮助群众销售核桃、玉
米等，使得合作社的销售规模和
范围不断扩大。

“最多吸纳了 15个职工，给她
们吃住全管，发两三千不等的工
资！”王娟说，还尽可能吸引她们的
家属参加养殖合作或者参加到电
商物流工作中。

新主体、新技术、新模式，不仅
让合作社“钱”程似锦，还通过“电
商＋合作社+产业+农户”拓宽了周
边农户增收渠道。

2016年，王娟通过土鸡散养、
农产品回收带动 60户贫困户实现
增收；2017年，通过产业扶持玉米、
核桃加工及土鸡养殖，带动 120余
户贫困群众摆脱贫困。

葫芦村贫困户杨争元分到鸡苗
50只，自己又买了 150只，他养得非
常好，今年春节仅卖公鸡就收入了
12000多元。加之卖鸡蛋和在合作
社当饲养员每月两千多的工资收
入，好多农户看着很激动，决心跟

着王娟好好干。如今，生意越做越
大的王娟并没有放弃跑市场。

8月 1日清晨 5点，王娟跨上一
篮子鸡蛋坐家里的面包车到沟口，
坐 5 路车到川口，再坐 6 路车到耀
州区，倒 3 次车花费了近 3 个小时
来到街口菜市场，让市民认识她的

“瑶池曲水鸡蛋”。
这些你拿回去吃，尝着好了跟

我联系……王娟一边卖一边送，她
说：“好东西不会被淹没。”只要是
没听说过她的鸡蛋的人，她就 5个
10个地送给大家品尝。

8 点多才到菜市场，8 点 11 分
鸡蛋就卖光了，惹得几位想要鸡蛋
的市民满脸遗憾。

新时代、新梦想、新作为。王娟
自信满怀：2018 年，刚刚追加投资
150余万元建成玉米加工厂，投产后
年产上万吨玉米糁、玉米面，将消化
附近三个乡镇贫困户种植的所有玉
米，平均带动每户增收上万元……

曾经僻壤的乡村，正升腾着希
望之光。王娟不仅被评为耀州区劳
动模范，其个人也因为对工会工作
的热爱和支持，而在今年7月当选耀
州区总工会新一届常委。

□ 文/本报记者 王何军
图/本报记者 刘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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