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雪： 甩一甩暗物质洗发水
洗出的 “浓密 ” 秀发 ， 穿上能
“修复松弛 ” 的石墨烯内衣内
裤———是不是很享受？ 然而， 为
你打造如此 “高科技” 生活的，
不是科学家， 而是一些想象力超
级 “丰富” 的商家。 他们给产品
贴上 “高科技” “新科技” 的标
签 ， 吹嘘神奇的效果忽悠消费
者， 借此高价出售。 对这种 “蹭
概念” 的行为， 市场监管有必要
“插一手 ”， 毕竟这些 “最伪科
技” 消费陷阱， 仅凭科普的力量
难以填平。

谨防“最伪科技”
消费陷阱

工作部署不宜 “一刀切”，
要符合实际， 还要给基层留下
可以自主发挥、 自我创新的空
间； 基层无力做或不宜做的工
作， 上级工会要出面， 甚至代
替基层说一些话 ， 办一些事 ，
为基层减压， 才能激发活力。

■长话短说

伊一芳： 近年来， 经国家严
厉整治， 垃圾短信逐渐消停， 但
骚扰电话仍 “屡禁不绝”， 手机
用户吐槽不断。 骚扰电话像一块
“牛皮癣”， 屡禁不止， 严重干扰
人们的生活。 治理骚扰电话， 关
键在于保护个人信息， 并杜绝商
业机构向个人发送市场推销类的
违规信息。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真人“表情包”

□张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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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微信“帮砍价”不能缺乏防范意识

■每日观点

■世象漫说

继 “小胖” “金馆长”、 姚明脸、 洪荒少女傅园慧、
“葛优躺” 等表情包之后又有一些热点事件中的人物形
象被制作成各类表情包也在网络中瞬间铺天盖地成为网
民新宠。 然而在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背后却隐藏着不得
不重视的法律问题。 （4月1日 《法制日报》） □王铎

对网售“补牙”器械要加大监管力度 新业态下劳动者权益
亟待依法规范

治理骚扰电话
关键要保护个人信息

工会改革使搞活基层落到了实处

甘肃省总工会在改革中率先
垂范 ， 以上带下 ， “钱往基层
用， 人往基层走， 事往基层办”，
以此调动基层积极性， 工作呈现
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 “工会新
景”。 工人日报这则报道， 有助
于我们对搞活基层工会的思考。

“搞活基层” 是工会经常讲、
评的重点工作之一， 年初部署工

作少不了这一条， 年终总结考核
缺不了这一项。 但是， 怎样才能
让基层真正 “活” 起来， 却不是
一个容易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倒
是基层工会同志的一句话， 点中
了问题的关键———“搞活基层不
能只盯着基层。” 这话很有道理。

譬如组织建设。 搞活基层先
要建设基层， 免不了要组建率、
入会率 ， 要各种统一部署的活
动， 还有干部配备、 业务培训等
等。 这些当然很重要。 但上级工
会可曾了解基层组建和入会的工
作难度？ 可曾有过具体的分类指
导？ 活动当然要搞， 但是否符合
基层实际？ 基层是否欢迎？ 干部
配备难点在哪里？ 培训工作效果
如何？ 更缺什么？ ……这些问题
只问基层， 难有满意答案。

又如维权行动。 大到劳动争
议、 法律诉讼， 小到生产环境、
生活条件， 一般问题基层工会还
可以与行政交涉， 重大问题就很
难碰， 甚至碰不得， 碰了可能连
基层工会同志的自身权益都难保
障。 对这些情况， 上级工会可曾
设身处地想过基层的难处？ 可曾
在关键时刻出面为他们撑腰、 减
压？ 要切实维权， 只盯着基层，
难有重大成果。

再如工作考核。 考核就有指
标， 指标还要量化， 但工会的许
多工作是无法用数字衡量的； 如
果一定要数据， 那就只好搞些形
式化的东西 ， 甚至编造一些数
据。 如此， 工作何来实绩？ 上级
工会部门分工很细， 谁都想把自
己的工作纳入考核， 都希望 “一

票否决”， 而基层工会人力有限，
“一根针” 对应 “千条线”， 疲于
应对考核， 哪来精力干事？ 又怎
么能够搞活？

搞活基层， 上级要为下级创
造条件 。 工作部署不宜 “一刀
切”， 要符合实际， 还要给基层
留下可以自主发挥、 自我创新的
空间； 基层无力做或不宜做的工
作， 上级工会要出面， 甚至代替
基层说一些话， 办一些事， 为基
层减压， 才能激发活力； 在考核
问题上 ， 不要 “迫使 ” 基层作
假。 千头万绪压到基层， 压出来
的数据也不真实。 压不如帮， 帮
不如做。 甘肃省工会的做法是，
紧盯基层 “组织不健全、 人员不
齐全 、 换届不及时 、 工作不正
常、 作用不明显、 职工不信赖 、

服务不到位” 等问题， 问计于基
层 、 问计于职工 ， 理清工作思
路， 拿出改革方案， 实行清单管
理， 一项项推进、 一件件落实，
而且具体到 “工会经费留成比例
的 80%以上留给地方和基层工
会， 省总本级支出中除保障运转
的基本支出外 ，70%的经费直接
用于服务职工、 补助基层”“省总
机关核减的行政事业编制， 全部
充实到市县工会及困难职工帮扶
中心” ……有了这样实实在在的
支持、帮助， 何愁基层不 “活”。

改革给工会工作注入了生机
与活力 。 上级工会增 “三性 ”、
去 “四化”、 强基层、 促创新的
改革， 使搞活基层落到了实处。
否则， 恐怕还是停留在文件里、
会议上。

“ 小 洞 不 补 ， 大 洞 吃 亏 ”
“随时随地， 自己补牙”， 这是一
家淘宝店铺产品主页上的广告
词。 记者近日发现， 在网络购物
平台上， 一些店铺出售医疗器械
并教人在家补牙， 但并未挂出经
营许可与相关产品注册证。 有消
费者反馈， 产品缺少包装与说明
书， 操作之后出现了牙痛、 发炎
等症状。 （4月1日 《新京报》）

根据今年3月1日正式施行的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
法》，从事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的企
业应当是依法取得医疗器械生产
许可、 经营许可或者办理备案的
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 并在其
主页显著位置公示这些资质和凭
证。然而，从调查情况看，大多数

店铺没有公示营业执照信息，也
没有经营医疗器械的相应许可。

从产品质量和安全性来看 ，
一些店铺通过 “执业医师在线”
“牙科专家”等说法强调自己的专
业性，但消费者对自行“补牙”的
反馈并不如意。 有消费者表示，
DIY补牙难以操作 ， “不容易弄
好， 口水流一地， 过了几天就掉
了”……按照专家的说法，补牙并
没有那么简单，自行“一堵了之”
无法解决问题， 还可能破坏牙神
经和牙根尖的组织，导致肿胀、疼
痛，让后续治疗更加麻烦；而操作
中的交叉感染问题， 如果不在医
院是很难避免的。更重要的是，网
上出售的无证、 无说明的产品本
身就存在安全风险。

显然， 网售 “补牙” 器械的
漏洞亟须补上。 一方面， 第三方
平台要履行好主体责任， 除了严
格审核和把好申请医疗器械网络
销售店铺的 “入口关”， 还应加
强对平台上的医疗器械销售行为

及信息进行监测， 防止有关店铺
“乱作为”。 另一方面， 监督部门
要主动上线， 关口前移， 加大监
管力度， 规范和净化医疗器械网
络销售市场。 此外， 消费者也要
保持理性， 谨慎选择。 □付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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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 砍价成功就能0元购
买商品的活动在微信朋友圈掀起
了热潮。 从几百元化妆品， 到上
千元不等的手机， 活动方称只要
邀请朋友帮忙 “砍价” 至零元，
即可免费获得该产品。 情况到底
是怎样呢？ 3月30日， 记者进行
了走访调查， 发现一些优惠方面
的承诺没有兑现， 参与者往往白
忙活； 有人替朋友砍价后， 个人
信息被泄露， 中了骗子精心设计
的圈套。 （4月1日央广网）

作为一种营销模式 ， 微信
“帮砍价” 活动推出之初， 还是

被不少人所看好， 认为它属于一
类值得肯定的创新。 商家通过这
种活动， 可以吸引人们在朋友圈
转发关注， 在短时间获得大量关
注度， 大幅提升企业及其产品的
推广效率。

但不少新生事物都隐含着风
险， 且这些风险在早期都难以预
见。比如推出这一模式的，既有诚
信商家， 也可能出现捞一把就走
的不良商家， 后者的承诺不过是
获取利益的幌子而已， 很难真正
兑现。更重要的是，这类活动还可
能被不法分子盯上， 通过朋友圈

砍价收集个人信息， 然后将其演
变成了一种新型的骗局。

因此，微信“帮砍价”反过来
“砍伤”自己，对于个人无疑是一
种警示。互联网时代，注意力是可
以兑现成利益的资源， 投入了注
意力，天上也许真会掉下馅饼。但
机遇与挑战并存， 好处越多风险
越大，是商业系统的一个规律，在
参与商业创新活动时， 民众不应
忘记这个规律，尤其当涉及个人信息
和资金时，更应保持足够的谨慎，要
有防范意识，不能为了一点利益，
就将风险抛之脑后。 □秋实

随着 “互联网+” 的迅猛
发展， 送餐员、 网约车司机、
网约厨师等 “网约工” 数量越
来越大。 “网约工” 是一种新
的就业形态。 他们都是通过互
联网服务平台获得就业机会。
然而就实际情况而言 ,他们往
往缺乏劳动保障。 这一人群一
直处于劳动权益保障的灰色地
带。 “网约工” 究竟存在哪些
劳动权益保障问题 ?记者就此
展开了调查。 （3月30日 《法
制日报》）

依托互联网经济 发 展 起
来 的 新 业 态 ， 不 仅 成 为 经
济 的 一 大 增 长 点 ， 而 且 给
人们的生活娱乐带来极大便
利 ， 更为很多人创造了就业
机会 。 国 家信息中心数字显
示 ， 预计到2020年 ,分享经济
提供服务者人数有望超过1亿
人,其中全职参与人员约 2000
万人 。 由 此可见 ， 新业态发
展的巨大前景。

但同时， 新业态下劳动者
权益方面存在的问题也越来越
突出。 比如， 基于互联网平台
就业模式下劳动关系难以认
定， 各方责任难以厘清， 一旦
发生劳动纠纷， 从业者的合法
权益很难得到法律保障。 以劳
动合同为例， 据报道， 平台与
劳动者签订的基本都是民事协
议， 也就不难想象 “没有缴纳
社保， 存在后顾之忧” 会成为
普遍的现象。

面对新业态下新的用工形
式， 既要看到给经济发展带来
的利好， 更应关注这些普通劳
动者的权益保护。 一则， 相关
部门需要针对灵活就业、 新就
业形态， 研究完善相应的用工
和社保制度， 对互联网经济催
生的新业态下非传统用工关
系 ， 在政策上给予全方位保
障， 确保劳动者权益受到伤害
时， 能够维权可依。 二则， 专
家和媒体提出的建议也亟待给
予重视。 比如， 在劳动法和劳
动合同法基础上尽快制定规章
加以明确， 方能从根本上保障
“网约工” 的合法权益。

□杨李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