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话直说

群众对开具各种不合理证明有意见或建议， 点击
“我要批评” 提出， 工作人员会及时在线转送相关地
方和单位处理。 司法部５日开通的 “群众批评—证明
事项清理投诉监督平台 ” 便具备此项功能。 今年以
来， 我国有关部门明确要求持续开展 “减证便民” 行
动， 全面清理烦扰企业和群众的 “奇葩” 证明、 循环
证明、 重复证明等各类无谓证明， 大力减少各种繁琐
环节和手续。 （９月５日新华社） □毕传国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清理“奇葩”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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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对于儿童用品质量，要认真把关

■世象漫说

谨防“任务合同”成侵害职工权益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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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制造”网红
毁了网络直播

伴随着法律不断完备，以
及劳动者法律意识与维权能
力的提升，用人单位理应恪守
依法用工的准则 。毕竟 ，非法
用工， 或者钻法律空子侵害
劳动者权益 ，不仅不道德而
且也难逃相应的法律制裁 ，
并 且 对 自 身 的 发 展 也 毫 无
益处可言。

□杨玉龙

■每日观点

“限塑”成本
该怎么算？

对儿童近视治疗市场亟待予以规范

殷建光： 近两年， 短视频越
来越火 ， 招聘也迎来了新的形
式———视频简历。 与我们通常看
到的文字性简历不同的是， 视频
简历往往更直观， 更有立体感。
随着社会的发展， 时代的进步，
简历必然会以更加多样化的方式
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视频简历登
场， 为简历样式的丰富提供一个
很好选择。 不过， 简历的样式再
新颖也应该坚守 “真诚”， 只有
真诚的表现自己， 才能让用人单
位很好的了解自己。

“视频简历”
要真实展现自己

在刚接到职工投诉时， 我们
曾一度怀疑， 企业在连续订立了
两次劳动合同的情况下， 不肯订
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否存在

问题， 然而， 当记者调查发现，
职工签订的是以完成一定任务为
期限的劳动合同时， 事件的走向
发生了转变。 因为 “任务合同”
和常见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差异
真的很大 。 （ 9月 5日 《劳 动
报》）

借助相关解释， 所谓的 “任
务合同”， 就是以某一项工作开
始之日作为其期限起算之日， 以
劳动者完成该项工作之日作为其
期限终止之日， 因此， 合同存在
变更、 解除、 中止或终止， 但不
存在续签问题。 简言之， “任务
合同” 是有别于固定期限和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第三种类型，

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事实上， “任务合同” 有着

一定的法律依据。 根据我国 《劳
动合同法》 第十二条规定， 劳动
合同分为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以完成一定
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第
十五条规定，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
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是指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约定以某项工作的
完成为合同期限的劳动合同。

不过， 在实际操作中， 这类
劳动合同经常会产生争议， 尤其
是一些用人单位， 无视劳动者合
法权益， 甚至会让 “任务合同”
成为侵害劳动者权益的道具。 比

如， 被某些企业利用， 用于规避
与员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其实， 据律师介绍， “任务
合同 ”， 主要适用于单项工作 、
可以按照项目方式承包的工作、
季节性工作以及临时需要用工。

对于企业而言， 应该明白 ，
无论何种劳动合同， 即便是 “任
务合同”， 劳动者的权益依然受
法律保护。 虽然在职场中 “任务
合同” 形式比较少见， 但也应该
在签订合同时多些留意， 谨防被
不谨慎的合同条款所套路。 如果
企业在不合适签署这种劳动合同
的时候签署该形式的劳动合同，
或者靠此逃避相关责任， 劳动者

有权利伸张自己的权益， 当权益
受到不法侵害时， 法律更不会置
身事外， 比如企业将面临败诉的
风险， 甚至会付出更高的代价。

伴随着法律不断完备， 以及
劳动者法律意识与维权能力的提
升， 用人单位理应恪守依法用工
的准则。 毕竟， 非法用工， 或者
钻法律空子侵害劳动者权益， 不
仅不道德而且也难逃相应的 法
律 制 裁 ， 并 且 对 自 身 的 发 展
也 毫 无 益 处 可 言 。 毕 竟 ， 事
业 的 发 展 终 归 要 靠 人 。 既 然
离 不 开 这些职工 ， 就应该少些
玩人的套路， 多一些真诚， 如此
才能实现多赢。

近年来， 儿童产品的需求也
在不断升级， 学习桌椅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读
书写字坐姿， 被消费者追捧， 其
安全性也被关注。 由于儿童学习
桌椅具有升降 、 推拉等调节功
能， 如果调节孔和缝隙大小设计
不合理、 缺少警示标识， 可能会
存在卡住儿童手指等身体部位的
风 险 。 近 日 ， 上 海 市 消 保 委
展 开 了对儿童学习桌椅的比较
试验， 结果显示， 宜家等品牌产
品未达到国标要求 。 （9月6日
《新京报》）

儿童用品， 尤其是与孩子零
距离接触而且使用时间最长的学

习桌椅 ， 达标率应该是百分之
百， 否则， 必然留有隐患。 如学
习桌椅的 “卡手指” “易侧翻”
“无警示语” 等问题易造成安全
风险， 即使这样的风险是小概率
事件， 乃至只有百分之一， 但如
果某个孩子使用后产生不良后
果， 于这个家庭的伤害， 无疑是
百分之百。

实际上， 有关方面不乏 “买
儿童用品也要多个心眼 ” 的提
醒， 但消费者毕竟不是专家， 既
没有经验， 也没有专用的检测设
备， 其中的不合格、 不达标的因
素 ， 家长又如何能够发现和辨
别？ 即使在问题曝光以后， 有关

方面对不合格不达标商品采取召
回、 下架、 退市等措施， 但问题
在于， 在这之前， 不知道有多少
不合格不达标用具已经卖出， 或
许已经发生了不良后果。

其实， 和所有的商品一样 ，
管理部门应负起职责， 而于儿童
用品， 尤其要认真把关。 对儿童
用品的检查， 不仅要有一个常规
的、 长效的机制， 还要有足够先
进的检测手段， 以确保儿童用品
的绝对安全。 存在安全隐患的用
品， 一件也不能进入市场， 儿童
用品的达标率合格率， 应该百分
之百， 这应该成为社会的共识。

□钱夙伟

李雪： 为加强对网络直播行
业的规范和引导， 国家网信办、
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近来陆续出
台相关规定。 但是， 面对庞大的
网络直播市场， 仍有一些人想方
设法 “打擦边球”， 钻监管空子。
网红虽令人艳羡， 但也需要有正
确的认识。 而且靠 “制造” 而来
的网红， 若没有真才实干以及长
久吸引人的本事， 并屡屡做出违
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事情， 网红终
归是昙花一现， 也就终归是虚幻
一场。

“限塑令 ” 推行多年 ， 至
今仍面临阻力， 起初稍有收敛
的商家眼见执行力度不足， 也
纷纷 “重操旧业”。 与此同时，
随着快递、 外卖等新业态的迅
猛发展， 塑料包装、 餐盒等的
使用量飙升， 更给白色垃圾治
理之路带来了新的困扰。

塑料袋的风行， 在于它给
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 塑料
袋的被限， 在于它可能带来的
环境污染 。 破解这个 矛 盾 ，
一方面需要合适的相关替代
品 ， 另一方面需要完善的监
管 、 回收 。 如果二者都不能
满足， “限塑令” 便成了一纸
空文。

“限塑 ” 果然很难吗 ？ 有
人这样算了一笔账 ： 生产方
面， 不合格塑料袋成本仅需几
分钱， 可降解塑料袋成本是前
者的2至3倍， 无纺布袋等替代
品成本更是原来的数十倍， 商
家和消费者都难以接受。 监管
方面， 市场摊主、 街边小店、
流动商贩玩 “猫捉老鼠”， 令
监管者疲于奔命； 不合格塑料
袋的生产厂家或批发商隐蔽性
较强， 管理部门查处困难， 检
测 、 运输 、 销毁又都需要开
支， 而且 “比塑料袋的成本高
出许多”。

上述说法虽是实情， 但问
题在于， 这笔账应该怎么算？

任何执法行动都需要成
本， “限塑” 成本并不一定比
其他执法行动更高。 不合格塑
料袋的生产厂家或批发 商 再
隐蔽 ， 也不见得比其他经济
案件更难追查吧 ？ 大小商家
的经营活动都在市场管理部门
的 “监控” 之下， 连街头流动
小贩都逃不过城管， 查没塑料
袋还算难题吗？ 可见 “限塑”
的关键不在成本， 而在是不是
把它当作大事、 当作 “硬” 任
务来办。

“限塑” 关系到环境保护，
关系到子孙后代的生存， 从这
个意义上说， 不惜成本都不为
过。 至于替代品价格， 当全社
会都没有了 “廉价 ” 塑料袋
时， 人们除了自备， 必然会接
受， 而且会逐步形成保护环境
的自觉意识和社会风气。

□一刀 （资深媒体人）

今年7月 ,媒体对1951名中小
学生家长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
72.7%的受访家长表示孩子已经
近视 ,91.6%的受访家长担忧孩子
的视力问题 。 而孩子近视后 ,家
长普遍不想让孩子马上戴眼镜 ,
于是 ,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尝试各
种所谓的视力康复 “治疗”。 这
些所谓的视力康复 “治疗” 可信
不可信?记者调查发现 ， 儿童近
视康复治疗市场乱象严重 。 (9
月5日 《法制日报》)

据专家指出， 这些视力恢复
治疗机构所宣传的 “不戴眼镜时
视物也能变清晰” 治疗效果， 其
原理来自于 “大脑的模糊适应现
象”。 但目前市场上的视力康复
机构， 有些选择的训练方法， 是

需要高强度用眼， 这种做法还会
增加眼睛疲劳， 从而增加近视度
数， 这就违背了近视防控原则，
甚至是对患者的进一步伤害。

近日， 教育部、 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共同起草了 《综合防控
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 (征求
意见稿)》， 将青少年近视率纳入
政府绩效考核指标。 要降低青少
年近视率， 不能只靠孩子家长的
“自救”， 更需要政府部门真正对
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问题重视起来
并积极行动起来。

对于儿童近视康复治疗市场
乱象， 需要相关部门能够加强规
范与管理， 制订并完善相关行业
标准， 完善市场准入机制， 对于
不具资质的视力康复机构要予以

叫停并责令退出儿童近视康复治
疗市场。 要让近视康复治疗机构
能够为孩子提供专业的康复治
疗， 而不只是打着治疗近视的幌
子骗孩子家长钱财， 甚至耽误了

孩子的治疗， 让孩子的近视程度
加重。 不能让近视治疗机构不仅
不能成降低青少年近视率的帮
手， 却成为加重孩子近视度数的
“帮凶”。 □戴先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