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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
报道《工视点：因为劳动仲裁被歧视，求职者
该怎么办？》

求职者因劳动仲裁被歧视该怎么办？

一求职者在应聘一家零售生鲜公司的采购管理岗，

并收到录用通知后，公司对其进行背景调查，在得知其有

过劳动仲裁的经历后，以不符合公司用人标准为由，淘汰

了这位求职者。企业能以劳动者有过劳动仲裁经历、会

给企业管理带来潜在的麻烦，就拒绝录用劳动者吗？如

果劳动者因为劳动仲裁的经历被拒绝录用，要如何捍卫

自己的权益？一起来看！

（本报记者 贺少成 陈骁 付子晴）

小微信贷员：外出“陌拜”帮助客户周转资金

郭嘉是一名小微信贷员，他的主要工作是对工业园

区、批发市场、物流市场以及乡镇沿街商铺进行“陌拜”，

寻找需要资金周转的个体工商户和新市民群体，为他们

提供消费贷款服务，解决他们的资金周转难题。郭嘉说，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我非常荣幸加入其中，成为一名小微信贷员”。

（本报记者 杨召奎 余嘉熙）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
报道《为帮助需资金周转的个体工商户，他
们每天外出“陌拜”｜三工视频·新360行之
小微信贷员》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
报道《劳动者权益小课堂 | 网上约的空调维
修，师傅工作中摔伤我用负责吗？》

2021年 7月 2日，王某通过小程序下单空调维修服务，

服务商接单后将该维修订单转给石某，石某联系李某上门

维修。当日，李某到王某家实施维修工作。在维修过程

中，李某脚踩的屋外侧面水泥板碎裂，致其从 8楼掉下，李

某受伤。因各方就赔偿事宜未能达成一致，李某将石某、

服务商诉至法院。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认定李某承

担此次事故 50%的责任，石某、服务商各承担 25%的责任，

分别赔偿李某16万余元。 （本报记者 卢越 窦菲涛）

网上约空调维修，师傅工作中摔伤谁负责？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
合报道《职业总动员⑨ | 我在马驹桥当日
结工》

我在马驹桥当日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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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8 月 27 日半月谈微信公众号报道，在

老城区医院停车难，是不少人看病时的一大

痛点。在江西省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过去

半年多来，医院不仅清走了上千辆关系车，还

主动把全部车位让给患者。如今，医院车位

扩充到 600 个。此外，这家医院还免费提供

1700张陪护床，按一年 10万人次住院量来计

算，这一项为患者节省了上千万元。

看罢这条新闻，不少网友“反应”挺大，有

的“建议全国推广”，喊话身边医院都来学学，

吐槽自己每次去都只能停外面马路上，一不

小心就被交警贴条；还有的回忆起自己在医

院走廊长椅上或和病患挤在一张病床上过夜

的痛苦经历，感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难处“可

算被看见和重视了”。评论区网友纷纷“抢话

筒”的背后，有对“别人家医院”的羡慕，也满

含对类似贴心服务也能走进身边医院的殷切

期待。

现实中，患者就诊停车和住院陪护难

题，看似是就医过程中的小事，实则是关乎

就医效率和体验的大事。上述医院的改革，

是当前不少医院努力提升患者就医体验的

一个缩影。

努力为患者就医提供交通、停车方面的

便利，打通就诊“最后一公里”，是提升就医体

验的一个方面，诸如看病需要挂好几次号、急

着住院却没床位、住院出院手续繁琐等一系

列问题，同样是患者就医过程中绕不开的难

题。去年 5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提出于 2023～2025 年在全国实施改

善就医感受、提升患者体验的主题活动，在提

升医疗水平、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扩大医保覆

盖范围之外，患者便捷舒心的就医体验被放

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值得欣慰的是，不少地方在提升患者全

过程就医体验上下了很多功夫。比如，一些

地方开通了公交“通医专线”“就医直通车”，

甚至地铁站出入口直连医院门急诊楼；一些

医院尝试增建立体停车场、租赁社会停车场

供员工停车使用等举措；有的医院引入“全院

一张床”改革，打破科室间床位壁垒，统筹调

配床位资源；多地试点“先付费后诊疗”就医

模式，最大程度简化就医流程；很多医院推出

夜间门诊、周末门诊，缓解患者就诊需频繁请

假的困扰；越来越多医院通过改善饮食、在公

共区域提供无线网络等服务内容，进一步提

升患者满意度……

同时也要看到，一些地方和医院在改善

医疗服务的动力和效果方面存在不小的差

距。这背后既有人力、物力、财力掣肘的因

素，也有改革举措不对路、没能摸准患者就医

痛点、对医疗服务新需求分析不够等原因。

对此，一方面医疗行政管理部门有必要加大

支持和帮扶力度，让各级医疗机构有实力、有

底气推动医疗服务水平更好对接患者需求；

另一方面医疗机构和工作人员也需尽快转变

观念，将服务质量与医疗质量并重，在解决人

民群众就医痛点、堵点、难点问题上花更多心

思、下更大功夫。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医疗保障体系，从目录谈判、带量采购，切实

减轻群众药耗负担，到跨省通办、直接结算，

异地就医体验稳步提升，再到按病分组、打包

付费，通过支付改革遏制不合理医疗，近年来

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得到了进一

步解决，在这一基础上，通过再造服务流程、

创新服务模式、优化就诊环境等方式改善患

者就医体验，以便民服务“小切口”撬动看病

就医“大民生”，是为健康中国补上一块不可

或缺的拼图的必然要求。

改善就医感受、提升患者体验，只有进行

时，没有完成时。期待更多地方和医疗机构

能厚植“以患者为中心”的文化理念，多倾听

百姓意见建议，积极借鉴优秀经验做法，推出

更多务实举措，用细心、贴心、暖心的服务，让

宝贵的医疗资源更可及、更均等，实现高质量

医疗服务全面覆盖、全民共享。

从便民服务小切口推动就医体验上台阶
本报评论员 韩韫超

近年来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
贵”问题得到了进一步解决，在这一
基础上，通过再造服务流程、创新服
务模式、优化就诊环境等方式改善
患者就医体验，以便民服务“小切
口”撬动看病就医“大民生”，是为健
康中国补上一块不可或缺的拼图的
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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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8月 21日澎湃新闻报道，近日，国家铁

路局发布行业标准公告，对现行《铁路旅客车

站设计规范》进行局部修订。其中规定候车

室等场所男女厕位比例应为 1:2，男厕位数量

不应少于 3个，女厕位数量不应少于 4个。

“男厕冷清清，女厕排长队”的景象经常

在一些公共场所上演，诸如商场、景区、车站

等人流量较大的地方更是常见。前不久，上

海一名女子在某游乐场内排队游玩项目时

离队去上厕所，因超过了“厕所卡”的规定时

限被要求重新排队，这导致她情绪崩溃大

哭。种种现实案例显示，女厕不足给女性出

行带来巨大不便，也拉低了公共场所的服务

水准。

生理差异决定了女性如厕时间更长，当

面临孕期、生理期、陪同幼儿等特殊情况，女

性对厕所的使用需求又会进一步提升。相关

数据显示，女性如厕时间是男性的 2.3倍。在

此背景下，如何回应女性群体对厕所的需求，

已经成为公共服务的一道必答题。

此番国家铁路局推出的新规，是对舆论

呼声的积极响应。增加总厕位数量、厕位分

布更科学合理，有助于改善旅客的出行体验，

减轻公共空间拥堵。这一精细化、人性化的

政策微调，表达了对女性权益的关注和尊重，

折射出公共服务理念与水平的进步。期待其

他公共服务领域也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跟进改

善，让女性如厕的基本需求在最大限度上得

到满足。

小公厕关系大民生，小细节体现大文

明。事实上，对于女厕位的供需矛盾，早已有

关注和讨论。近年来的全国两会上，几乎每

年 都 有 代 表 委 员 提 出 相 关 建 议 。 住 建 部

2016 年发布的《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就

明确要求“在人流集中的场所，女厕位与男厕

位（含小便站位）的比例不应小于 2:1”。在法

律层面，2023 年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规

定，各级人民政府在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时，

应当考虑妇女的特殊需求，配备满足妇女需

要的公共厕所和母婴室等公共设施。

火车站作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其设计规

范的调整具有一定示范意义，相信会激发起

更广范围内的反思与跟进。我们呼吁更多公

共场所能够依据政策要求、实际需求，进一步

优化厕位设施配置，提升自身服务质量。若

暂时没有改造条件，也可通过在人流高峰期

设置“潮汐厕位”“可移动女厕”等方法，减轻

女性如厕排队压力。

让社会成员平等、充分、便捷地融入公共

生活，是国家和社会文明的标志。在这方面，

解决“如厕困境”还不是终点。未来，希望更

多个性化、差异化需求能被看见、被解决，更

多公共设施上的短板能被发现、被补齐。

男女厕位比例1:2，
乐见更多公共服务“主打一个听劝”

木须虫

教师需要不需要惩戒权，或许争议并不

大，真正的难点在于：一是如何实现赋权与限

权的平衡，二是如何实现保护与约束的平衡。

为此，一要规范行为空间，即给教育惩戒

权定规矩、立规则，为教师合理合法行使教育

惩戒权提供依据、辟出安全区。

2021年 3月，教育部制定了《中小学教育

惩戒规则》，明确教育惩戒是教育的一种方

式，强调了其育人属性，并强调实施教育惩戒

应当遵循教育性、合法性、适当性的原则。更

关键的是，上述规则将如何实施惩戒进行了

分类，在具体措施、适用对象、实施权限等方

面进行了细化，突出了实际运用的可操作

性。同时还明确了七类“不正当教育行为”，

厘清教育惩戒与体罚和变相体罚的界线，划

出教师行为红线。

支持教师行使教育惩戒权，需加快惩戒

规则的落实落细，将其充分运用到学校教育

管理中，将该文件的内涵与目的传导给教师、

家长，进一步增强合理惩戒的规则认同，减轻

惩戒实施的阻力。

二要给教师撑腰，即给教师合理合法行

使教育惩戒权应有的支持与保护。一方面，

让教育惩戒权真正成为教师的职业权利，此

前教师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将“对学生进行表

扬、奖励、批评以及教育惩戒”纳入教师享有

的基本权利中，值得期待。另一方面，为尊重

老师管教学生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当

前，教师不敢、不愿管教学生，主要在于少

数家长对教师管理孩子的方式不理解、不

支持，孩子稍微受到委屈便缠闹不休，由此

给教师行使惩戒权带来不少压力。

为此，应在全社会倡导一种观念并深

化共识，即管教学生是对学生和家长积极

负责的体现，公众对此应保持必要的理解

与支持。同时，想方设法改变教师常常被

投诉担责的局面，保护好真心管教、尽职尽

责的教师，给予教师更多精神后盾。

总之，要涵养公众认可教师行使惩戒

权的社会环境，也要保护好教师敢于乐于

管教学生的育人初心。如此，教育惩戒权

乃至整个教育事业才能人心所向。

新闻——据新华
社报道，8月26日，《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弘
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
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
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发
布。其中提出，要维护
教师合法权益，维护教
师教育惩戒权，支持教
师积极管教。这一政
策的出台，引发网友热
议。有网友表示：“应
该把惩戒权还给老师，
这代表了整个社会对
教师职业的尊重。”也
有网友担忧：“虽然明
确了惩戒权，但老师真
的敢用吗？”

用好惩戒权需解除“不敢管”之忧

樊树林

教育家夸美纽斯曾在《大教学论》中写

道：“树木如果不去常加修剪，它们便会回

复到野生状态。”可见，从育人的角度看，对

犯错的学生进行适度惩戒是一种负责任的

教育。

然而，近年来，很多教师越来越不敢、不

愿惩戒犯错的学生。一来，在“惩罚学生是教

师无能的表现”等思维的影响下，部分学生和

家长动辄投诉教师和学校，为此，很多教师陷

入两难，甚至有的干脆“躺平”。二来，很多孩

子抗压能力、抗挫折能力较差，被批评或惩戒

后动辄做出极端行为，现实中这种悲剧已经

不少，使得教师管教学生时常常有所顾忌。

正如有的教师说：“学生成绩不好，教师不用

承担法律责任，但被投诉或者学生做出极端

行为，教师就要担责，还不如放任自流。”

当教师不再愿意用心管教学生，显然是

各界不愿看到的局面。如何将教育惩戒权纳

入法治轨道，更好保障教师的教育权、管理

权、评价权，发挥教育惩戒的积极作用，对部

分违规违纪学生进行管理、训导，将其引导走

上健康成长的正轨，是我们的共同期待。

此番国家层面出台的上述意见是重振

教师教育惩戒信心的有力保障。“教育惩

戒是教师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必要手段

和法定职权”，体现了教师行使教育惩戒

权的正当性。

当然，让教育惩戒功能真正发挥作用，

需要广大教师读懂悟透“教育家精神”的内

涵和精髓，在有教无类的基础上始终怀有

一颗仁爱之心，按照《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

惩戒规则》的分类要求进行惩戒，同时必须

考虑学生心理和身体的抗压能力等个体差

异，避免将惩戒变成惩罚。

一句话，“将戒尺还给教师”，把育人这

件事做得更好，我们应携手同行。

“把戒尺还给教师”让教育更完整

G 聚 焦：教师能不能、敢不敢惩戒学生？

“一个书包要1000多元，护脊书包这么贵吗？”据近日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一段
时间以来，不少宣称“符合人体工学”的护脊书包火了，不少家长对其价格感到压力。
医生表示，书包对脊柱的影响主要是看其重量，本身不存在护脊之说。

所谓护脊书包，就是对书包与身体接触的部分进行一些微调，这一小小改变经
过商业化包装就显得“高大上”起来。对正在生长发育的青少年来说，轻量化、背起
来有支撑功能的书包，有助于减轻受力负担，但说到底，书包功能和形态的优化只是
辅助，并不能改变由坐姿和站姿习惯对脊柱带来的影响。学习桌椅、全光谱台灯、护
脊书包……近来类似宣称有“特殊功能”的高价学具颇有市场，其中不少宣传效果都
大于实际使用效果。新学期开学在即，面对那些噱头，家长们别盲目跟风，可能花了

“冤枉钱”不说，还贻误了对孩子日常习惯进行干预的时机，恐怕更划不来。
赵春青/图 韫超/文

有一群人的早晨，从在北京马驹桥集市等待雇主招

工开始，他们就是这里的日结工。每天破晓时分，这里

汇集了大量来自周边地区的工人。他们一般从事装卸

货物、搬运建材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工作强度很大，但报

酬往往微薄。这期节目中，《工人日报》记者乔然成为一

名日结工，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感受这份工作的酸甜

苦辣。 （本报记者 乔然 史宏宇 张冠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