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待依法领取“加班费”不再是奢望

中秋、国庆“两节”临近，节日期间
“加班费”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几天来，

北京市劳动保障部门发布消息， 提醒
各相关单位不能用倒休冲抵“加班
费”；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明
确了“加班费”争议的举证责任。

近年来， 我国加大了劳动者合法
权益保障力度，但超时劳动、不依法支
付加班工资问题依旧较为严重。以“智
联招聘” 曾经做过的调查为例， 去年
“五一” 期间有

10％

的职场人需要加
班，但其中只有

48.3％

的加班者能够拿

到加班工资。

付出劳动获得收入，本是天经地义。

作为劳动者， 谁都期待能够及时足额拿
到加班工资， 也希望法律武器能够保障
自己的合法权益。但问题是，在与用人单
位的博弈中，劳动者通常处于劣势，再加
上“对簿公堂”费时费力，又常因难以提
供加班记录等事实证据而无法确保打赢
官司，最后往往无奈放弃。

最高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对加班的
举证责任进行了明确分配， 对用人单位
隐匿加班证据的现象作出了法律限制，

为劳动者追索“加班费”提供了进一步保
护。但显然仅有这些还不够。现行法律规

定用人单位必须支付“加班费”，对于违
法行为的查处惩治却规定不足。 进一步
完善法律制度，是解决“加班费”这一老
大难问题的必要之策。

每到重要的法定节假日， 劳动保障
部门总是会及时就“加班费”问题发出提
示；对于劳动者有关“加班费”问题的举
报投诉， 劳动监察部门也多会积极解决
并予以反馈。但更应该认识到的是，用人
单位不依法支付“加班费”，并非简单的
劳动纠纷，而是典型的违法行为。

对于个人而言，“加班费”不是小事，

关系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 对于国家而
言，解决好“加班费”兑现难问题同样不
是小事，关系着法律的权威。期待各用人
单位严格依法支付“加班费”，也期待劳
动者勇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更期待政府能拿出更为有效的措施，让
劳动者拿到“加班费”不再成为奢望。

（新华社北京
9

月
16

日电）

□

新华社记者周英峰

□新华时评
□中南家具城系列形象宣传
细节关怀

完善服务

前不久，笔者曾经就家
具消费者满意度进行过问
卷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有
超过

60%

的消费者认为目
前家具行业售后服务相比
于其他行业还有所欠缺。那
么究竟什么样的服务才能
抓住客户，进而达到品牌忠
诚度的转化呢？针对家具售
后服务问题，笔者访问了豫
南最大的家具城中南家具
有限公司的相关人士，中南
家具城是河南省批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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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物流产业集聚区之一，是
市政府十大形象工程之一，

在家具售后服务方面，也有
自己行之有效的一套方法。

据了解，中南家具城一
直以来都非常重视售后服
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在考
察外地多个家具城的售后

服务管理经验后， 成立了中
南家具城售后服务中心。目
前中南家具城的专业服务团
队已遍布信阳区域， 建立了
较为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

各网点售后在接到用户反
馈后

2

小时响应，

24

小时内
赶到现场，针对不同的质量
问题，并严格按照国家“三
包” 法规定进行售后服务。

各网点都能够为本区域的
用户提供方便、快捷、满意
的服务，在市内同行业领先。

“只要您满意！” 是中南家具
城对客户作出的服务承诺！

透过中南家具城的这套系统
有效的售后服务体系， 我们
看到了中南家具城对于广大
消费者的关怀和诚意， 相信
对其他的家具城也有积极的
借鉴意义。 （宗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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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车送新房 订车有大奖

信阳2010金秋车展值得期待

时间：

2010

年
9

月
21

日—

23

日（农历八月十四、十五、十六）

地点： 信阳市天伦广场（关桥至虹桥之间）

新车展示、订车抽大奖、买车送房、汽车有奖问答、

车模走秀、车模彩绘、歌舞表演、器乐演奏

车展冠名热线：

18937681234

参展咨询：

6202051 6263965

6201779 1893768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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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开幕

胡锦涛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致辞

新华社北京
9

月
16

日电（记者
邹声文刘东凯） 第五届亚太经合
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

9

月
16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
幕。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开幕式并发
表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
增长》的致辞。胡锦涛强调，亚太区域
合作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亚太
经合组织各成员应该携起手来，充分
运用亚太经合组织这一合作平台，深
化合作，拓展合作，不断朝着持久和
平、共同繁荣的目标迈进，不断造福
亚太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胡锦涛在讲话中首先代表中国
政府和人民， 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
烈的祝贺， 向与会各位代表表示诚
挚的欢迎。

胡锦涛强调， 国际金融危机的
发生和应对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
到，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

要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 有效
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各国各地区必须加强交流合作，协
力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 结构
性问题。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
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 为推
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实现经济长
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 这是亚
太经合组织各成员需要共同研究和
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胡锦涛指出，实现包容性增长，

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
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 惠及
所有人群， 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 我们应该坚持发
展经济，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
高经济发展质量，增加社会财富，不
断为全体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创
造物质基础；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
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不

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 分享经
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 坚持以人
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做
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
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胡锦涛就本次会议主题提出
4

点建议。一是优先开发人力资源，牢
固树立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第
一资源的理念， 加快形成人力资源
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 优先调整人
力资源结构， 优先投资人力资源开
发，大力激发各类人力资源的创新活
力和创造智慧。二是实施充分就业的
发展战略，把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
发展的优先目标，实施扩大就业的发
展战略，最大限度创造劳动者就业和
发展机会，努力实现充分就业。三是
提高劳动者素质和能力，形成有利于
劳动者学习成才的引导机制、培训机
制、评价机制、激励机制，引导广大劳

动者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
质，努力掌握新知识、新技能、新本领，

成为适应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的高素质劳动者。四是构建可持续发展的
社会保障体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
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公共
财政的社会保障投入，扩大各类社会保险
覆盖面，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胡锦涛强调， 务实合作、 互利共
赢， 是实现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共同
发展的必由之路。 要加强经济技术合
作，推动区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缩小
成员间发展差距，实现共同繁荣。要拓
宽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领域， 重点帮助
发展中成员开发人力资源。 胡锦涛宣
布， 为推动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领
域合作，中国决定会同各成员启动“亚
太经合组织技能开发促进项目”。

胡锦涛指出， 中国是包容性增长
的积极倡导者， 更是包容性增长的积

极实践者。中国强调推动科学发展、促
进社会和谐， 本身就具有包容性增长
的涵义。 我们既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又强
调坚持把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紧密结
合起来， 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为着力点， 大力推进
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我们
将继续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 深化改
革开放， 全面推进经济建设、 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
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
方面相协调，不断增加社会物质财富、

改善人民生活， 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开幕式前， 胡锦涛会见亚太经合
组织各成员代表团团长并同他们合影
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
总理张德江， 国务委员戴秉国参加上
述活动。

本次会议主题是“开发人力资源、

大力促进就业、 实现包容性增长”。来
自亚太经合组织

21

个成员的代表团，

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 亚太经合组织
工商咨询理事会、 太平洋经济合作理
事会等组织的代表， 我国有关部门负
责人出席会议。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等
部
门

公

布

今

年

中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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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低

收

购

价

执

行

预

案

新华社北京
9

月
16

日电（记者江国成）

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16

日介绍， 国家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部、国家粮食局
等部门近日下发

2010

年中晚稻最低收购价
执行预案，重申今年

2

月公布的最低收购价
格，并公布最低收购价执行时间。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要求相关国有
粮食企业在规定的时间内执行中晚稻最低
收购价政策，即

2010

年中晚籼稻最低收购价
每市斤

0.97

元、粳稻
1.05

元。江苏、安徽、江
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

8

省（区）执
行最低收购价收购的时间为

2010

年
9

月
16

日
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辽宁、吉林、黑龙江
3

省
为
2010

年
11

月
16

日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的要求，中
储粮总公司及其有关分公司对执行最低收
购价政策负总责，按照最近下发的有关预案
的有关规定，指导和督促委托收储企业严格
执行收购质价政策，既不能压级压价损害农
民利益，也不能抬级抬价扰乱市场秩序。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规定， 相关国
有粮食企业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粮食收购政
策：“当市场价格高于国家规定的最低收购
价水平时， 中储粮有关分公司及其直属企
业和委托收储库点要立即停止最低收购价
收购， 严禁通过各种方式抬价或变相抬级
抬价收购”。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
上周在东北调研水稻和玉米生产形势时表
示，“我们希望粮价能保持基本稳定， 或略
有上涨”。他说，从全国粮食产量和目前的
价格来看， 水稻和玉米价格在现有价格基
础上每市斤上涨

2

分钱至
3

分钱不仅可以弥
补种粮成本上升的压力， 而且有利于进一
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为缓解劳动力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带来的成本压
力，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维护粮食安全，我国近年来稳步上调
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并采取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

全国粮食生产连续数年丰收。 今年
2

月
20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宣
布，国家决定今年生产的早籼稻（三等，下同）、中晚籼稻、粳稻最低
收购价分别提高到每

50

公斤
93

元、

97

元、

105

元， 比
2009

年分别提
高
3

元、

5

元、

10

元，提高幅度分别为
3.3％

、

5.4％

、

10.5％

。

2009

年
1

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宣布将当年生产的早籼稻（三等）、中晚籼稻、粳
稻最低收购价分别提高到每

50

公斤
90

元、

92

元、

95

元，均比
2008

年
提高

13

元，提高幅度分别为
16.9％

、

16.5％

、

15.9％

。这次稻谷提价幅
度是

2004

年我国实行粮食收购保护价政策以来最大的一次。

河南省秋粮生产有望再获丰收

新华社郑州
9

月
16

日电（记者
李钧德）记者从河南省农业厅获悉：尽
管受强降雨影响局部地区受灾严重，

但河南省各地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强
化技术指导服务，减少了灾害对秋粮
生产的影响。目前全省主要秋作物生
长总体正常， 如果

9

月底以前不发生
持续阴雨内涝， 全省秋粮生产有望再
获丰收。

据河南省农业厅总经济师魏仲生

介绍， 受国家一系列重农惠农政策影
响， 今年河南省秋粮种植面积进一步
扩大，全省秋粮面积达

6702

万亩，比上
年增加

112

万亩。同时，优质高产的主
导品种更加突出，浚单

20

、郑单
958

等
品种种植面积达

2600

多万亩。

针对因麦收推迟造成玉米等大秋
作物播期延后、

7

月中下旬持续强降雨
给秋作物生产带来的不利因素， 河南
省进一步加大了田间管理力度， 促进

玉米等秋作物正常生长。河南省农业厅、

农科院和河南农大等有关部门专家、教
授，组成

11

个专家指导组，分赴全省
18

个
省辖市，督促、指导各地认真落实秋作物
田间管理措施。据初步统计，到

8

月中旬，

全省中耕、追肥、化除等田间管理面积已
超过去年同期。

河南省各级农业部门还以高产创建
项目为抓手，抓好全省

266

个玉米、水稻
等秋粮作物高产创建示范片建设， 因地
制宜集成配套高产栽培技术体系， 促进
良种良法、农机农艺有机结合，促进全省
秋粮生产科技水平的提高。 努力实现未
受灾地区多增产、轻灾地区要稳产、重灾
地区少减产的秋粮生产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