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一芳 ： 3月26日 ， 是全国
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 当天， 河
南省交警总队集中曝光了2018年
以来全省公安交警部门查处的七
起典型校车 （“黑校车”）、面包车
违法超员案例。谨防“黑校车”死
灰复燃， 相关部门必须切实担负
起责任， 加大监管处罚力度， 提
高违法成本， 让 “黑校车” 营运
者不敢妄为， 直至销声匿迹。

谨防“黑校车”
死灰复燃

企业有责 任 维 护 好 劳 动
者的休息权等权益 ， 更应该
做到不踩法律红线 ， 对于那
些让劳动者违法加班的用人单
位 ， 各地监管部门也应加大
惩戒力度 ， 依法严惩违法违
规企业。

■有话直说

张西流：日前，腾讯社会研究
中心与某互联网数据中心联合发
布了 《2017年度网络隐私安全及
网络欺诈行为分析报告》。报告显
示，2017年下半年，安卓系统手机
应用中，有98.5%都在获取用户隐
私权限。个人信息在网上“裸奔”，
亟须法律“防护服”。我国应加快
建立健全统一的公民个人信息安
全保护法， 通过建立个人信息的
合理使用制度、 侵害补偿和惩罚
机制，设置监督机构等方式，为个
人信息上一道“保险栓”。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营销还是传销？

□戴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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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无人经济”需要“监管在场”

■每日观点

■世象漫说

近日， “新世相” 课程营销事件引发广泛关注。 １９
日上午， 不少人的微信朋友圈被一张互联网课程的海报
刷屏。 海报上， 北京世相科技文化有限公司ＣＥＯ的营
销课程被标以９．９元的价格销售。 ３个多小时后， 微信平
台封停了该海报上的二维码， 随后， 不少购买者要求主
办方退款。 ２０日１１时许， “新世相” 称网友可在相关微
信公众号申请退款。 疯狂刷屏的网课购买， 究竟是成功
的营销还是违法的传销？ “知识付费” 如何在营销炒作
与传道授业之间找到平衡点？ (３月２７日新华社)

□朱慧卿

电商“拼购”火爆背后须理性 商业便民网点
不可等闲视之

信息网上“裸奔”
亟须法律“防护服”

对违法加班企业要予以足够惩戒

“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2小
时。” 山东济南某餐饮配送公司
的 “外卖小哥” 刘名志难以忍受
过度劳累， 遂向公司提出辞职，
并要求经济补偿遭拒。 济南市历
下区劳动仲裁委员会根据刘名志
的申请， 裁决餐饮配送公司向刘

名志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
金1245.48元 。 对此裁决 ， 该公
司不服， 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
决。 近日，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该案做出裁定， 支持刘名志的
合法诉求 。 (3月27日 《工人日
报》)

这位外卖小哥一天工作时间
长达12小时， 难忍过度劳累选择
辞职。 据了解， 其与公司签订为
期3年的劳动合同， 约定了刘名
志在工作期间的具体工时制度，
由用工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
行； 用工单位经批准可实行不定
时工作制或综合工作制， 按工作
需要安排员工加班； 员工享受国
家规定的各类休息休假的权利。

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规
定， 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
周至少休息一日。 用人单位由于
生产经营需要， 经与工会和劳动
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 一
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 因特殊
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 在保
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
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
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
这家餐饮配送公司显然存在让员
工违规加班的情形。

法院支持外卖小哥的合法诉
求， 让公司给予外卖小哥经济补
偿 ， 维护了外卖小哥的合法权
益。 但这还远远不够。 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规定， 用人

单位每日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超
过3小时或每月延长工作时间超
过36小时的， 可按每名劳动者每
超过工作时间1小时罚款100元以
下的标准进行处罚。 社保等相关
部门还要对涉事餐饮配送公司存
在的违反劳动法的行为予以相应
处罚， 这样才能让他们真正吸取
教训， 否则还会有更多的外卖小
哥在这家公司遭遇违法加班。

值得关注的是， 外卖小哥加
班 、 超负荷工作的现象很为常
见， 有的外卖小哥为了生活， 对
于加诸自身的违规加班忍气吞
声、 逆来顺受， 有的外卖小哥身
体吃不消像本事件中的小哥一样
选择辞职 ， 但他们并没有去维

权， 像这位小哥一样索取经济补
偿。 这位外卖小哥向公司要求经
济补偿， 这样勇于维权、 敢于维
权的做法值得其他劳动者学习。

企业有责任维护好劳动者的
休息权等权益， 更应该做到不踩
法律红线， 对于那些让劳动者违
法加班的用人单位， 各地监管部
门也应加大惩戒力度， 依法严惩
违法违规企业； 同时也要畅通劳
动者维权渠道， 降低劳动者维权
成本， 帮助劳动者维权。 劳动者
自身也要具备起码的维权意识，
要勇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
正当权益， 这样才能倒逼企业尊
重与善待劳动者， 才能为自己争
取到一个良好的用工环境。

拼购， 一般指通过互联网平
台， 将有意向购买同一产品的消
费者组织起来， 集体向供应商购
买， 以便享受低价优惠。 目前，
最具代表的拼购企业为拼多多，
且发展迅猛。 近来， 淘宝上线了
特价版 ， 京东也开展了 “拼购
节 ” ， 普遍分析认为 ， 其意在
“狙击” 拼购平台拼多多。 （3月
28日中新网）

从性质上来说， “拼购” 算
不上是一种新鲜事物， 即便在没
有电商和网络购物的时代， 各种
各样的 “团购”， 其性质和 “拼
购” 并无二致， 也是很多人抱成
一团， 然后向商家以较低的价格
购买商品。 而站在商家的角度来
说， 则是一种薄利多销的策略，
双方各取所需， 皆大欢喜， 现在
的拼购之所以得到消费者的认

可， 道理也是如此。
而相比于传统的 “团购 ” ，

现在电商 “拼购” 有一个显著的
特点， 就是借助网络手段在购物
的同时增加了社交的功能。 这就
是为什么很多商家都要求参与拼
购的消费者必须关注自 己 的 公
众 号 ， 或 者 是 必 须 分 享 给 好
友 帮 助 砍 价 的 原 因 。 商 家 借
助 这 样 的 拼 购 规 则 ， 大 大 提
高 了 自 己 品 牌 或 商 品 的 传 播
速度与效率， 这也是多数电商
所极为看重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 拼购的火
爆好像也是消费者和电商平台的
一种双赢， 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
简单。 一则， 很多参与过拼购的
网友都表示， 拼购到的商品价格
确实便宜， 但是质量就难如人意
了。 二则， 既然邀请的人越多，

拼购的价格也就越便宜， 很多网
友就过多过频地发送拼购邀请，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人际成本的消
耗 ， 难免会引发微信好友的反
感。 对于这一点， 我们应该有清
醒的认识才行， 避免因小失大。

应该说 ， 电商拼购这一模
式， 还会长期存在， 毕竟价格便

宜对消费者的吸引力还是很大
的 。 但是这一模式要想走得长
远， 还需要商家和平台拿出更大
的诚意才行。 而作为消费者， 则
需要保持必要的理性， 毕竟 “便
宜没好货 ， 好货不便宜 ” 的古
训， 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苑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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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超市 ” “迷你KTV”
“自助健身房 ” “智能快递柜 ”
…… “无人经济” 的迅速发展让
人们的消费变得更加快捷便利。
但在 “无人” 模式下消费， 也存
在一些问题。 近日， 中国青年报
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 对
2008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
示 ， 76.2%的 受 访 者 称 自 己 对
“无人经济” 的体验好， 60.4%的
受访者认为 “无人经济” 提供了
及时、 便利、 多元的消费体验。
但同时， 65.4%的受访者担心自

己的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
（3月27日 《中国青年报》）

“无人经济”符合市场发展的
潮流，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有广阔
的发展前景，政府应该鼓励、支持
“无人经济”，给“无人经济”依法
创造一个健康发展的环境。 从目
前看，由于“无人经济”萌生和发
展的速度都比较快， 将法律和监
管“甩”在了身后，法律和监管还
有点 “反应不及”，“无人经济”中
涉及到的不少关系和问题都处在
法律的边缘、模糊甚至空白地带，

而监管则要么不知所措， 要么不
适应“无人经济”的发展需求，要
么根本就不在场。

“无人经济”可以无“人”，可
以无“现金”，但不可无“规矩”，更
不可无“监管”。立法部门、 政府
有必要制定或修改相关法律， 明
确 “无人经济” 的业态性质、标
准、准入条件、经营者义务、消费
者权利、范围边界、监管责任部门
等， 填补调整 “无人经济” 的法
律空白， 给 “无人经济” 套上法
律笼头。 □李英锋

报载， 今年北京将建设提
升1400个商业便民网点， 其中
包含500个蔬菜零售点。 市政
府投资补助的网点将由去年聚
焦菜店、 早餐店、 便利店扩大
至社区超市、 家政、 理发、 洗
染等项目 ， 鼓励企业在补充
“小而精” 的连锁菜店、 便利
店的同时， 打造 “大而全” 的
一站式社区商业服务中心。

这样的新闻人民群众喜闻
乐见。

老话儿说： 过日子开门七
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 说的
都是老百姓日常生活必需品。
别的商品一时买不到可以暂
缓， 这几样 （当然不止这些）
却是须臾不可离开的。 不仅离
不开， 而且要购买便利。 譬如
炒菜时忽然发现盐没了， 吃饺
子少了醋， 临时 “抓挠”， 要
在十几二十分钟内买回来， 总
不能为此跑出几里地去。 这就
涉及商业网点合理布局了。

计划经济年代， 各种商品
短缺， 但对生活必需品， 尽管
凭票限量， 也还是要 “划片”
配给。 这 “片儿” 就是商业网
点布局。 现如今市场经济了，
商品极大丰富 ， 东西是不缺
了， 但服务却未必跟得上。 城
市改造， 高楼大厦多了， 许多
商业网点也没了； 整顿市容市
貌， 大街小巷靓丽了， 老百姓
生活却不方便了。 这种状况需
要改变。 政府建设、 改造、 投
资 、 补助商业网点是职责所
在， 是为人民服务。

一座城市是否有活力， 与
商业、 服务业是否发达有极大
关系。 而商业、 服务业的发达
并不全在有多少高档商场、 购
物中心， 更包括星罗棋布、 合
理配置的商业网点。 居民活得
滋润、 方便， 城市才有活力。
如果大家除了累死累活地工
作， 还要为购买柴 米 油 盐 奔
波 、 为各种生活服务发愁 ，
那 城 市 肯 定 是 不 宜 居 的 。
即 使 从 拉 动 内 需 、 发 展 经
济 的 角 度 ， 城 市 管 理 者 也
应 该 在 商业网点建设上下点
功夫。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看，
商业便民网点建设都不可等闲
视之。

□一刀 （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