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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机会给年轻人
刘薇

把申报奖项的机会让出来，为的是“让更多年轻
人能被观众和行业看到”。著名表演艺术家游本昌主
动向《繁花》剧组提出不参与第29届白玉兰评奖申报，
是老艺术家的高风亮节，是对后辈同行的扶植，更是
对表演这份事业的深深热爱。

“比我年轻的人，我的同行，你们要耐住性子啊，
要有坚持性，只要你向前，六七十年，一定会被看到！”
九旬高龄的游本昌，语气铿锵说出这句话，真正如那
皎皎玉兰，独绽枝头，独上高楼。他希望有越来越多
杰出的年轻后辈崭露头角，希望这个行业因为越来越
多的杰出人才而愈发昌盛，为观众奉献出更多佳作。
但愿这份深情不被辜负。

哪个行业里没有年轻人呢？从寻求就业机会到
拼搏职场，漫长的阶段当中，不确定性太多，年轻人缺

“机会”吗？缺，也不缺。为了促进就业、招引人才，政
府层面给出了一个又一个政策，做了很多努力，但与

就业市场庞大的需求相比，依然是杯水车薪。而等进
入职场，在某些僵化的用人机制作用下，他们或许连

“破茧”的机会都没有。一些单位习惯了论资排辈，遇
到评奖、评职称，与年轻人争功争利者亦有之，更甚者
弄虚作假也要取而代之，好似也是被众人习以为常的
不宣之于口的“规则”。处于生态链底端的年轻人、职
场新人，有几个敢发声质疑？

年轻，意味着不缺精力、不缺热情、不缺时间和专
注度，本该是最提升专业技能的时候，可一旦缺了平
台、机会和职场上的引路人，无论怎么卷都没有办法
出人头地，就只能去寻找新的出路。新的出路在哪儿
呢？或许，会分化出两类——躺平与奋斗。

能否支持年轻人挑大梁、当主角，能主动为其搭
梯子、铺路子，检验着用人单位的智慧和眼光，只不知
如今“爷叔”这一让，会让决策者、领导者们狠狠地脸
热脸疼，还是被当做犯傻和笑话？

员工可以“共享”，劳动者权益保护不能少
据中青评论微信公众号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最近在职场上出现不少
“共享员工”，他们一般不和企业签固定合同，而是与
企业就某一项目进行短期合作。有一些公司使用“共
享员工”，是因为这样可以节省人力成本，还能解决就
业难题。“共享程序员”“共享设计师”等类型的“共享
员工”，甚至成为企业招聘的热门选择。

正如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卢晶亮
所言，“‘共享员工’模式的出现一开始是为了解决‘闲
得慌’和‘用工荒’问题，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灵活
的用工模式”，这种新模式帮助不少劳动者找到了合
适的就业机会，也让公司用人更加灵活。

根据《法治日报》的报道，“共享员工”主要有三种
类型：首先，是用人单位将其员工“借用”给另外一个
用人单位，该劳动者拥有稳定的劳动关系。另一种是
劳动者与某家用人单位建立关系，该单位将其在不同
时段、不同情形安排到不同单位工作。还有一种情
况，是劳动者不与企业签订固定合同，而是就某一项
目与其进行短期合作。

这三种类型各自的情况不同，对应的权利保护问
题也有所区别。具有稳定劳动关系的“共享员工”，一
般都与用人单位签订固定合同，多数情况下，劳动权
益还能得到保护。就算被用人单位侵犯权利，也有维

权的契约和凭据。2020年9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做好共享用工指导和服务的通
知》。根据这份文件的要求，“指导和督促原企业按时
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和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
费，并不得克扣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和以任何名目从中
收取费用。”对于在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文件也有
规定：“劳动者在缺工企业工作期间发生工伤事故的，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由原企
业承担工伤保险责任，补偿办法可与缺工企业约定。”

然而，那种没有签订固定合同的“共享员工”，被
人看成“短期工”，其合法权利很容易被忽视乃至侵
害。一方面，是因为一些“共享员工”的权利保护意识
与能力不够，当自己被用人单位侵犯权利时，没法提
出合理的维权诉求。另一方面，一些用人单位认准了

“共享员工”维权难、法律保障能力弱的特点，就更加
过分地伤害他们，并不在乎这种行为是否会给自己和
行业氛围带来不良影响。

员工可以“共享”，但劳动者权益保护不能少，基本
的保障和待遇不能打折扣。在面对种种侵犯劳动者权
利的行为时，“共享员工”应该大胆说“不”，相关部门也
需要进一步畅通劳动者投诉与维权的渠道，及时处理
劳动争议，让存在违法行为的用人单位感到“肉疼”。

“蕉绿”走红的背后
是什么

吴戈

最近，经常能在朋友圈看到大
家晒自己养的“蕉绿”——一种新的
办公室绿植，其实所谓的“蕉绿”就
是一把水培的绿色小香蕉。“蕉绿”
和焦虑谐音，就赋予了这盆小香蕉
更多意义，尤其是在其成熟之后，便
号召办公室的伙伴把它们都吃掉，
意味着消灭焦虑，在一定意义上也
是职场打工人为自己许的愿望，希
望自己能远离焦虑。

当下，每个人每天都能接收到
各种信息，就难免会存在对比，只要
有对比，就会有差距，有了差距就会
产生各种焦虑。除此之外，越来越
大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快的生活节
奏和社会各方对当下职场打工人的
更高期待，都让年轻人想要在生活
中自证，当无法自证时也会产生焦
虑，更可怕的是这种焦虑会渗透到
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时焦虑可以成
为推动大家前进的动力，但更多时
候则成为了大家每天精神内耗的源
头。大家买“蕉绿”吃掉“蕉绿”，就
是想从自己内心深处摆脱各种焦
虑，让自己的心情更轻松一点。

“蕉绿”之所以成为热门摆饰，
说明打工人需要利用这样的物件缓
解焦虑，但依旧无法在根本上解决
问题，不少人最后都是“蕉绿”吃完
了，但焦虑还在。因此，想要彻底解
决打工人的焦虑问题，还是要从提
高打工人心理素质出发，建立更健
全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加强心理
健康知识的普及和宣传，让大家走
出耻于看心理医生的误区，让更多
年轻人能在正确的引导下，提高自
我心理调节能力，从根源上保持身
心健康。

推进信用修复助企业再出发
孙瑞亭

当前，健全完善信用修复工作机制也是优化营
商环境的重要一环。对于企业来说，一旦被纳入失
信名单，发展必然处处受限遇阻。想要消除“印记”，
除了自身自觉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中规定的义务、主
动消除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外，也需要职能部门健
全完善工作机制、实现数据互联共享，从而助推企业
信用修复，让政策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数据显示，2023年，银川市共指导帮助3.4万户经
营主体完成信用修复，进一步激发了经营主体活力。
按照相关规定，企业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满一
年，且已经自觉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中规定的义务、已
经主动消除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未再受到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较重行政处罚的，可以向作出列入列严决定
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提前修复。当事人申请提
前移出的，按照规定应提交信用修复申请书、守信承
诺书等材料。大数据时代，信息共享，一查便有，没有
信用这张实打实的“通行证”，在对信用要求极高的市
场环境中便寸步难行。因此，除企业自身整改达标

外，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解除相关管理措施，不仅可以
保障其合法权益，助力其解困再出发且有进一步发展
的可能，也有利于优化营商环境和政务服务水平。

当前，银川市持续提升服务意识，督促指导失信
主体履行处罚决定，纠正失信行为，修复自身信用。
在实际操作中，建立健全《行政处罚决定书》《信用修
复告知书》“两书同达”机制，完善“线上+线下”信用
修复受理程序，并且根据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实施差
异化监管，对信用风险等级低的企业降低抽查比例
和频次，实现“无事不扰”。此外，今年4月《宁夏回
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信用修复工作规程（试
行）》印发，进一步明确了企业提前移出严重违法失
信名单等多项信用修复措施，将促进形成放管结合、
宽严相济、进退有序的信用监管新格局。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在企业信用修复这项重
要工作中，需要我们及时发现政策落实过程中的堵点，
从而让政策利好不打折扣，让企业感受到政策善意。首
先要简化办事流程、压缩审批时间，帮助企业实现快速

信用修复，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要明确申请条件、材料、流
程、时限等内容，通过材料瘦身、流程压缩、数据跑路等
技术方式，让企业在业务办理上“跑一次”“不跑路”。其
次要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实现数据互联共享，特别是完
成信用修复后的相关处罚信用要及时更新，各区域、各
级部门要互认信用修复结果，从而让信用修复的政策效
用充分发挥。此外，考虑到企业生存与发展实际需求，
也可以合理缩短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这一点其实在实
际操作中已经有所探索实践，比如对受到通报批评或者
较低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满3个月即不再公
示；对其他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满6个月（其中食品、药品、
特种设备领域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满1年）且符合一定条
件的企业，可以申请提前停止公示。

信用监管的目的在于净化市场环境，也是营造良
好营商环境、激发经营主体活力的重要举措，健全完
善信用修复工作机制，就是要让符合条件的企业在最
短时间内、花最小的成本实现信用修复，助力他们卸
下压力、走出困境、参与竞争并谋求进一步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