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台州椒江公安洪家派出所民

警走进村里的老人协会，开展“预防诈

骗 远离赌博”宣传活动，切实增强老人

们的反诈意识和拒赌意识。

通讯员 何文斌 摄

“诈和赌都碰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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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 胡建兵

近日，有郑州的网友发视频

称，单位没有给工资，给的是卡，工

资被折换成购物卡，该购物卡须在

指定商场使用，且在使用时有诸

多限制，“有时会限制你每月只能

1号购物，一次不能超过300元，有

些同事拿了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

购物卡，却用不了”。这样的做

法，严重损害劳动者的权益，涉嫌

违法。

我国劳动法规定，工资应当

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

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

者的工资。《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也规定，工资应当以法定货币支

付，不得以实物及有价证券替代

货币支付。对于该单位用商场购

物卡代替发放工资的行为，员工

有权要求用人单位必须以人民币

形式全额支付工资。

如果用人单位仍坚持以购物

卡支付工资，员工可以向劳动监

察部门投诉，也可以向劳动仲裁

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当地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劳动监察部门

将依法责令用人单位纠正错误，

要求其以法定货币形式支付工

资，并可能对用人单位实施相应

的行政处罚。但如果在劳动合

同中有明确约定，允许部分工资

以购物卡形式发放，且不影响工

资总额的法定货币支付部分，则

另作他论。

而对于商场限制持卡员工消

费的行为，劳动者转为消费者，同

样可以扛起维权大旗。购物卡属

于 法 律 上 的“ 单 用 途 商 业 预 付

卡”，根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

理办法（试行）》规定，发卡企业或

售卡企业应公示或向购卡人提供

单用途卡章程，并应购卡人要求

签订购卡协议。如果该商场没有

遵循规定，没有公示单用途商业

预付卡章程相关信息，对持卡员

工“限额度、限门店、限时间”属于

设定了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

件，无疑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消费者可以向消保委等相关

部门进行投诉。

希望通过此次事件的曝光，

能够引起更多企业的关注，尊重

劳动者的薪酬权益。同时，此事

件也提醒人们，作为劳动者和消

费者，要勇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这不仅仅是个体的维权，也是整

个社会法治意识提升的重要体

现。

“用商场购物卡
代替工资”
涉嫌违法

（上接1版）

之后，检察机关收到了相关行政机关

的回复，称已完成整改。

“回访+听证”，
凝聚共识促长效

整改情况到底怎么样？赏枫季到来，

游人增多会不会给古道管护带来更大压

力？如何促进长效常治，在保护好历史遗

迹的同时促进文旅融合、带动村庄发展？

带着这些问题，11月28日，东阳市人民检

察院在千祥镇王园村组织召开古道保护行

政公益诉讼听证会，邀请市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人民监督员、“益心为公”志愿者、行

政机关相关科室负责人、属地政府工作人

员等参加。

听证会前，参会人员实地走访车慈岭

古道现场查看整改情况。沿着一段平坦小

路进山，翻过一座小青石板桥，车慈岭古道

就展现在大家眼前。厚重而不规则的青石

深深嵌进泥土，石阶间点缀的青苔野趣盎

然，蜿蜒曲折前行，古道两旁枝桠粗壮的古

枫香树色彩愈发浓厚，林间密布新生长出

来的小枫树，将整座山染成绛红色。行至

半岭，一行人在修葺一新的平岩塔亭休息，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在这

个传说中陆游曾到访过的地方，感受山色

人文、畅谈古今佳话。

“刚才‘沉浸式’徒步车慈岭，欣赏到原

生态自然风光的同时，我还感受到历史的

沉淀和文化的熏陶，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宝

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听说马上

要举办‘红枫节’，建议邀请艺术家在凉亭

上题词、绘画帮助推广，既能防止游客乱涂

乱画，又能形成独特的文化景观带，同时建

议联合文旅部门就‘红枫古道’这一特色加

大宣传力度，打造文化东阳金名片。”听证

会上，检察官介绍了基本案情、法律依据及

听证焦点，相关行政机关发表了履职情况，

听证员结合实地体验感受进行提问并发表

评议和意见。听证员们一致认可行政机关

已履职到位，并提出后续维护和优化完善

的意见建议。

陆游带老母亲游玩过的“车慈岭”被乱涂乱画？
检察官出手了，公益诉讼守护省一级茶盐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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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桐庐县梅蓉村，村口一条长

500米的水杉大道迎来最美的时节——水

杉树色彩斑斓，村民往来其间，构成一幅美

丽的风景画。

“水杉大道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

产。”村民舒红玲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

当时的梅蓉人艰苦奋斗，将荒滩变成了绿

洲，吸引了中外友人访问梅蓉。为此村里

种下1000多棵水杉苗，成为入村口的标志

性景观。现在，艺术家们又在梅蓉创作了

许多新的艺术作品。

在梅蓉村一隅，一个高约4米的艺术

作品《耒耕田肥》吸引了游客驻足欣赏。这

个以各种旧农具集合而成的艺术作品，

50%的农具都由梅蓉村村民提供。

“这个桶是我家的”“这个犁是我家出

的”……看到家里的老物件成为艺术品的

一部分，村民们又感动又骄傲。

选准艺术乡建赛道，梅蓉村连续举办

两届山水艺术季，由全国十大美院团队创

作的20件公共艺术作品永久落地梅蓉村，

与当地田园风光融为一体。

艺术稻田、富春绿道、乡村会客厅……

乡村与当代艺术的结合，让梅蓉村焕发出

新的活力。

梅蓉村实施村民家门口就业计划，村

民也从艺术乡建的“旁观者”变为“参与

者”。通过流转土地获租金、就地务工挣薪

金、合办民宿享分红、入股项目得股金，村

民们实现了物质富裕、精神富有。

“村集体收储了60多亩、1万多平方

米的老厂房，以及10多幢明清古建筑，为

艺术乡村打造、产业兴旺预留了空间。”梅

蓉村党委书记吴方云介绍，村里还开展沉

浸式艺术演绎、古宅戏剧场等多形式艺术

活动，启动“艺术家驻村计划”，让艺术在这

里“自然生长”。

如果把梅蓉村的乡村风貌比喻为融合

现代艺术的“油画”，那么桐庐县深澳村则

像是一幅清丽生动的“江南水墨画”。

黛瓦白墙、青石小路……深澳村拥有

200多栋保护相对完好的古建筑，近年来

这里因为来了“新村民”，千年古村焕发出

“年轻态”。

调香师涑南在这里开设了木龙香坊，

每日在古村的一花一草、一石一木中寻找

灵感，原料大多就地取材，用香气留住乡

愁。

古建筑变成了制香坊、手作店、咖啡

馆，康养、民宿、瑜伽等业态次第入驻，逐渐

“盘活”了这个原本清冷的古村。

今年5月，中国美术学院教师董莳成

了深澳村的文化特派员。深度调研后，董

莳和团队探索通过“共创设计”的方式，与

村民一起对深澳村公共生活空间进行系统

规划和设计，推动实现新型可持续人文乡

村社区建设。

这些从天南海北汇聚于此的“新村民”

身份不同，却有着同样的“乡村情结”和创

新思维。他们用沉淀的匠心、精美的匠品

激活了深澳村文创、文旅产业的“一池春

水”。

数据显示，今年1至10月，深澳村实

现村集体经济收入210余万元，累计接待

游客128万人次。

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来到这里

享受一份宁静，村民在与游客、农创客的互

动共生中，体会到坚守绿水青山和文脉传

承的价值。

“桐庐处处是新诗……”南宋诗人陆游

对桐庐的山水情有独钟，如今，桐庐县多个

村庄构建的乡村美学，成为桐庐不断实现

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

在桐庐，品味乡村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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