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工维权就需要时时处
处站在职工角度看问题 、 想
办法 。 劳动者举报不再受管
辖权限制 ， 虽说给劳动监察
部门增添了工作任务量 ， 却
极 大 地 方 便 了 广 大 职 工 维
权 ； 劳 动 监 察 部 门 的 投 诉
“无障碍 ” 接待更让广大职
工有了维权底气 。 因此说 ，
这张职工维权 “就近 ” 牌打
得好 ， 无疑具有推广价值 。

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白领陈玲最近果断辞职， 结
束了持续4个月的 “996” 工作状态。 在她看来， 每天
从早9点工作到晚9点、 每周工作6天， “自己实在吃
不消”。 陈玲发现， 这种工时制度在一些创业公司中
时常可以碰到， 而每天工作8小时、 每周工作6天的公
司则更多。 然而， 根据1995年相继实施的劳动法和
《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 20多年来， 机
关、 事业单位和大多数企业已经形成了 “8+40+2”
(每日8小时， 每周40小时， 周末休息两天) 的共识。
（8月2日 《法制日报》） □王铎

本月起， 职工维权到监察部
门投诉可以就近选择窗口， 不必
再跑到工作地。 记者昨天从北京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
本市劳动保障监察投诉接待窗口
本月全部 “打通”， 投诉举报将
实行 “首问负责制”， 受理劳动
者举报不再受管辖权限制， 确实
做到全市窗口 “无障碍” 接待。
（8月3日 《劳动午报》）

按照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日前发布的 《劳动保障监
察接待跨区域投诉举报案件管理
办法》， 明确提出将建立健全劳
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案件市级联
动处理平台， 实现案件 “一点举
报投诉、 全市联动受理”。 也就
意味着， 劳动者可在市内任一劳
动保障监察机构的服务窗口进行
投诉举报， 对于用工行为地为本

市的， 窗口均可受理。
劳动者维权， 离不开劳动保

障监察部门。 根据相关规定， 劳
动者对用人单位违反劳动保障法
律、 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 有
权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投诉。 对
因同一事由引起的集体投诉， 投
诉人可推荐代表投诉。 实行劳动
保障监察接待跨区域投诉举报案
件后， 借助信息平台的支撑， 并
落实投诉举报 “首问负责制 ”，
劳动者到任一窗口， 无管辖权限
的， 在接待当日， 监察员须将举
报材料上传到劳动监察信息平
台， 由市级劳动监察机构统一流
转， 并告知投诉举报人。 让数据
和信息多跑腿， 就实现了劳动者

维权的 “提质增速”。
当然， 劳动监察部门受理劳

动者举报不再受管辖权限制后，
一方面， 需要将这一靠政策进行
广泛宣传， 尤其是一些投诉举报
案件的处理流程， 尽可能地让广
大一线职工知晓； 另一方面， 相
关部门也不能只是坐等投诉举报
线索， 不妨深入一线， 和工会组
织做好用工排查， 对一些存在非
法违规用工的企业和行为 “主
动” 介入。

同时， 也需要在窗口服务质
量上下功夫。 比如该管理办法就
提出， 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接待窗
口的工作人员要使用标准服务语
言， 文明接待、 耐心解释， 用通

俗明了的语言， 释法明理， 不断
提升窗口服务质量 。 在此基础
上 ， 笔 者 以 为 应 加 大 对 案 件
举 报 和投诉人信息的保护 ， 以
规避不法分子对举报投诉人的打
击报复。

一言以蔽之， 职工维权就需
要时时处处站在职工角 度 看 问
题 、 想 办 法 。 劳 动 者 举 报 不
再 受 管 辖 权 限 制 ， 虽 说 给 劳
动 监 察 部 门 增 添 了 工 作 任 务
量 ， 却 极 大 地 方 便 了 广 大 职
工维 权 ； 劳动监察部门的投诉
“无障碍” 接待更让广大职工有
了维权底气。 因此说， 这张职工
维权 “就近” 牌打得好， 无疑具
有推广价值。

汪昌莲：校园欺凌 ， 是一个
所有家长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得
不面对的问题， 也是一个日益突
出的社会问题。 为防止中小学生
欺凌和暴力， 佛山市教育局等11
部门联合制定印发 《防治中小学
生欺凌和暴力工作方案》。 佛山
还有学校按照安装预警系统 ，
学 生 在 遇 到 危 险 可 以 随 时 按
钮 求 助 。 防 止 校 园 欺 凌 ， 不
能 仅 依 赖 预 警 系 统 和 求 助 按
钮 。 换 言 之 ， 治理校园欺凌 ，
应形成制度常态。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长话短说

“双休去哪了”

□李雪

职工维权须打好“就近”牌

新闻【快评】本版热线电话：63581010│ E—mail:bjldwbpl@126.com│校对 李亚楠│美术编辑赵军│本版编辑 康雪冬│２０17年 8月 4日·星期五02

■有感而发

清理手机捆绑软件还需监管出手

■每日观点

良策善治才能让
共享单车前景美好

奚旭初： 《全国食品药品科
普状况调查 （2017）》 日前发布。
调查显示， 绝大多数人都有着较
高的食品药品安全意识 ， 但 真
正 了 解 食 药 安 全 知 识 的 人 并
不 多 。 食 药 安 全 问 题 ， 与 科
普 “好 声 音 ” 息 息 相 关 。 公
众 听 到的 “好声音 ” 多了 ， 食
药安全就多了一个屏障。 传播科
普 “好声音 ”， 专家义不容辞 ，
大有可为。

治理校园欺凌
应形成制度常态

食药安全呼唤
科普“好声音”

■世象漫说

让更多的腾退空间为民所用
8月3日， 交通运输部联合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正式
出台了 《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
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
见》， 意见规定用户要文明用
车、 安全骑行、 规范停放， 不
得违反规定载人， 不得擅自加
装儿童座椅等设备； 对企业和
用户不文明行为和违法违规行
为记入信用记录， 对用户建立
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
（8月3日央视网）

随着共享单车的增多和用
户的增加， 乱停乱放问题随之
而来。 特别是在人流量较大的
车站、 公园、 广场等场所， 如
果大量共享单车拥挤而来无序
摆放， 显然会加剧道路拥堵和
秩序混乱。 这样以来， 其解决
城市公共空间不足的目的不仅
未达到， 反而沦为秩序的破坏
者。 对此， 就应按照指导意见
的要求， 在公共场所设置适量
的专用停车位， 还应大力推广
电子围栏技术， 让乱停乱放者
承担额外成本。

而人为蓄意破坏给共享单
车带来的危害不容小觑。 特别
值得强调的是 ， 相对于拆车
轮、 丢进河中等根本性破坏，
扎坏轮胎、 损毁刹车等隐形破
坏更不易发现， 但最容易危及
人身安全 。 因此 ， 除对违规
者、 破坏者外施加罚款、 拘留
等行政处罚外， 有必要实行智
能管理和信用惩戒， 确保及时
发现被破坏的单车。

此外， 押金去哪儿了一直
是很多人的疑问，而且，一些用
户还遭遇过退钱难问题。 要知
道， 共享单车的用车收费并不
高，进而吸引了大量用户。但押
金却动辄几百元， 一些用户由
于用车频繁又不会随时申请退
还押金， 而是长时间存在账户
中。 这就让企业拥有大量富裕
资金， 与此同时会产生一个资
金安全问题。 这就应强调专款
专户，确保用户资金安全。

无规矩不成方圆。 共享单
车到了摆脱野蛮发展， 走向规
范有序的时候了。 只有在科学
合理的政策规范下， 平衡好企
业、 用户、 公共职能部门间的
诉求和利益， 方能让共享单车
更加契合时代发展。 □史奉楚

7月1日起， 《移动智能终端
应用软件预置和分发管理暂行规
定》 正式实施。 其中明确要求，
生产企业和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
者应确保除基本功能软件外的移
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可卸载。 这
意味着， 智能手机预装软件不可
卸载的历史即将终结。 经调查，
新规实施一月来， 市场上部分手
机预装应用已经可卸载， 但仍有
相当数量的智能手机内的预装软
件不能由用户自主卸载 （8月3日
《人民日报》）。

按理说 ， 人们购买一部手

机， 就拥有了这部手机的全部所
用权和使用权， 对手机自外而内，
当然也包括手机内存空间， 都有着
绝对、 完全的支配自由才对。 特
别是对任意一款APP， 都应当有
自主选择装或不装的权利。

然而实际上很多时候厂商在
卖给用户手机前， 都会偷偷在手
机中 “带货”、 “埋雷”， 预置各
种乱七八糟的手机软件 、 客户
端、 APP， 恨不得将所有内存空
间全部占满才满意， 而且关键是
他们还将这些软件、 插件与系统
强制捆绑， 不让用户自己卸载。

统计数据表明， 近半手机厂商预
装APP数量超过了30个。 不想用
删不了， 放在那又碍眼误事， 对
此人们不禁要问， 你这卖的是手
机还是APP？ 为什么用户花了钱
却不能 “我的手机我做主”？

徒法不足以自行。 虽说现在
工信部出台了规定， 还要进一步
细化， 夯实监管责任， 具体明确
违规捆绑 “流氓插件” 的类型和
相应的处罚标准， 为软件预装行
为划定红线、 确立边界， 让监管
落地、 处罚落实， 做到谁越界谁
担责， 谁过线谁挨罚。 □徐言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利用腾退
的 地 下 空 间 ， 建 设 供 居 民 存
放闲置物品的 “万物仓”。 位于
南竹杆10号楼2单元地下一层的
“惠民仓储” 投入使用以来， 14
个仓储室已租出去13个。 今后，
街道计划利用地下空间， 再建一
两处 “万物仓”。 （8月3日 《北
京日报》）

眼下， 北京市的 “疏解整治
促提升” 专项行动正在如火如荼
地展开， 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上
半年， 拆除违法建设3057万平方
米 ， 是2016年同期的2.9倍 ； 整
治 “开墙打洞” 2.15万处。 完成
全年计划的1.3倍 ； 疏解退出一
般制造业企业495家， 疏解提升
市场131个。 根据制定的主要目
标， 本市挂账整治2193处违反规

划用途租住的普通地下室， 目前
已经基本完成整治， 清出租住人
员10万余人。

在拆除了地下室的群租屋之
后， 马上就面临后期维护和再利
用的问题。 从各区的情况看， 有
利用腾退空间开办图书室的， 有
成为文体活动中心的， 有成为百
姓生活服务中心的。

朝阳门街道利用治理后的地
下空间建设供居民存放闲置物品
的 “万物仓 ” 的做法 ， 值得提
倡。 首先， 这种做法极大地方便
了社区居民生活。 既贴近了中老
年人的节俭生活习惯， 又为社会
节约了一定的资源。 中老年人大
多是从苦日子中过来的， 养成了
勤俭持家的习惯。 一些暂时不用
的物件， 不舍得扔掉， 可家中地

方狭窄又没地方放。 “万物仓”
一推出， 立刻受到欢迎， 说明
群众有强烈需求； 其次， 让居
民真真切切地有了获得感。 以
前 ， 这 里 的 地 下 室 是 群 租
屋 ， 环境脏乱差不说， 到处乱
拉的电线、 身份不明的租客让
居民没有安全感。 而现在， 是

整齐的一间间小库房， 花不了几
个钱， 就让家中闲置的物品有了
存放的地方； 再次， 实现了资源
的优化配置。 现在， 居住环境变
美了， 买东西方便了， 活动有场
地了。 再加上 “万物仓”， 生活就
更方便了。

□许庆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