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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名单为“五险一金”保驾护航
在一个诚信社会，任何失信行为都应受到应有惩戒。健全完善失信惩戒制度，

又会反过来促进公众诚信意识和社会信用水平的提高。就此而言，我们期待“五险
一金”黑名单制度能够早日落地，推动诚信社会大步向前。

□张涛

最近，“五险一金”将建立“黑名单”制
度。日前，人社部、住建部分别起草《社会保
险领域严重失信“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征
求意见稿)》《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失信联合惩
戒对象名单管理暂行办法 (网上征求意见
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10月30日中新
网）
多年来，我国“五险一金”制度日趋完

善，充分发挥了兜底保障的作用，有力扮演
了社会的“安全网”“稳定器”“蓄水池”角色。
不过，现实生活中，也存在个别地方和用人
单位落实不到位的情况，损害了劳动者的切

身权益，也不利于“五险一金”制度持续健康
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人社部、住建部等部门
出台办法，在“五险一金”领域建立黑名单制
度，失信企业和个人将被列入“黑名单”受到
联合惩戒，这一做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
义。
其一，有利于保障公民权益。根据相关

法律，“五险一金”属于“应当缴纳”项目。不
过，一些企业为减少成本，不给员工缴纳
“五险一金”，且拒不整改。同时，少数房企
出于私利考虑，限制、阻挠、拒绝购房人使
用住房公积金贷款。对于这些行为，以往
只是进行处罚，震慑作用有限。引入“黑名
单”制度后，失信企业将在行政许可、招标
投标、优惠政策等方面受到限制，势必大
大提高企业对于依法缴纳“五险一金”的
敬畏。
其二，有利于确保基金安全。社保基金

是老百姓的“养老钱”“救命钱”，但总有少数
人将黑手伸向社保基金和住房公积金，骗取
医保金、冒领养老金、违规住房公积金等行
为时有发生。近年来，各级各部门严厉打击

欺诈骗保行为，除给予行政处罚外，还对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责。如今，黑名单制度
的建立，相当于给社保基金和住房公积金又
加了一道“保险锁”，进一步提高违法成本。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代价，必将使不少
人打消弄虚作假的念头。
其三，有利于防止信息泄露。尽管《社会

保险法》规定了相关部门、机构和人员“应
当依法为用人单位和个人的信息保密，不
得以任何形式泄露”，但在现实生活中不
乏社保信息泄露的案例。根据征求意见
稿，“非法获取、出售或变相交易社会保险
个人权益数据的”也将列入社保“黑名
单”。该规定无异于给社保个人信息架起
“高压线”，通上“高压电”，让不法分子不敢
逾越雷池。
在一个诚信社会，任何失信行为都应受

到应有惩戒。健全完善失信惩戒制度，又会
反过来促进公众诚信意识和社会信用水平
的提高。就此而言，我们期待“五险一金”黑
名单制度能够早日落地，推动诚信社会大步
向前。

规范青少年使用电子产品势在必行 巷 议

一段名为“江西新余一少年将身
体伸出轿车天窗撞限高杠身亡”的视
频近日引发关注。视频显示，在公路
上，一名乘客通过车顶天窗，将上半
身伸出车外，在遇到一限高横杠后，
乘客撞到限高横杠。据新余市公安局
通报，该事件发生于10月28日下午，
乘车人钟某（13岁）撞到限高横杠后
当场死亡，目前事故还在进一步处理
中。（10月30日《新京报》）
如此惨烈的事故视频，令人痛心，

不忍直视。如果司机能及时制止乘车
人，或司机发现出现限高杆后，能提前
停车，事故就根本不会发生。可尽管有
太多“如果”，但揆诸现实又不得不承
认，类似“未成年将身体伸出天窗”的场
景，在现实中又经常看到。另外，“随意
设限高杆”现象在很多地方也存在着，
目前也缺乏这方面的明确规定。这样的
悲剧应引起所有家长重视，各方也要从
多方面着手，完善相关制度，避免类似
悲剧再次发生。 张贵峰

□毛建国

10月29日，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
绍《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落实
情况。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
登峰介表示，要规范电子产品使用，减轻孩子
用眼负担，控制儿童青少年过早、过度使用电
子产品，培养儿童青少年健康用眼习惯，还会
研究制定儿童青少年每日每周使用电子产品
的参考上限。（10月30日新华网）
很多人喜欢把青少年称为“网络原住

民”，其实他们也是“电子产品原住民”。再保
守的人，也不能否认互联网和电子产品的积
极性一面，时代发展到今天，也很难真正把孩
子与互联网和电子产品隔绝开来。必须正视
的是，物极必反，一旦突破了度，就有可能出
现很多问题。正如现在使用电子产品，出现了
过早、过度现象，而其对青少年身心都造成了
严重影响。

一段时间以来，青少年视力健康问题引
起了社会广泛关注。2018年《中国义务教育质
量监测报告》显示，我国四年级、八年级学生
视力不良检出率分别为36 . 5%、65 . 3%。儿童
青少年视力问题，与早早用眼、荧光刺眼，有
着很大的关系。当然，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简
单地在儿童青少年与电子产品之间筑一道
墙，既不可取，也不可行，关键就在于“适度”。
过度使用电子产品的危害，很多家长也

并非一无所知，他们真正不知的是度在哪里。
因为不知道，所以无所谓，再加上受着种种商
业宣传的影响，他们也就成了“温水青蛙”，失
去了警惕性。规范电子产品使用的意义正在
于，从制度规范、技术攻关、扩大宣传三方面
发力，控制儿童青少年过早、过度使用电子产
品，培养儿童青少年健康用眼习惯。如果儿童
青少年每日每周使用电子产品的参考上限形
成了，经过科学检验，成为社会共识，那么用
眼健康问题将会得到相当程度地缓解。因其
采取的是堵疏结合，也体现了对互联网和电
子产品应有的开放态度。
研究制定儿童青少年使用电子产品参考

上限，更重要的意义，还是在于构建人机和谐
关系，而不是人机对立，更不是人为机所控
制。

孩子汽车天窗悲剧
给家长敲响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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