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 北京市快递行业工会
联合会与市快递协会签订 《北京
市快递行业2019年度劳动保护专
项集体合同》，对职工的劳动安全

教育和培训、劳动保护、劳动条件
改善等方面内容达成一致， 双方
共同遵守执行。据悉，这是北京市
第一份快递行业劳动保护集体合
同。 （2月25日 《工人日报》）

北京首份快递业劳动保护集
体合同的签订， 具有标本意义。
快递业劳动保护集体合同的签
订， 为北京市11万快递小哥的合
法权益提供兜底保障。 对快递小
哥的劳动安全教育和培训、 劳动
保护、 劳动条件改善等方面保驾
护航。

有资料显示， 去年我国完成
快递业务量401亿件， 这意味着
平均每人每年要收30个快递。 快

递小哥是现代城市生活服务的一
个标配， 尤其是随着经济发展、
城市扩张， 以快递行业为代表的
物流业根植进了城市的每一个角
落， 顺应了人们的消费习惯和商
业潮流， 成为了一座座城市机器
运转中不可或缺的 “传送带” 和
“润滑剂”。

朋友圈流行这样一句话： 岁
月静好的背后， 是一直有人在替
你负重前行。 如今， 快递已成了
城市运行中的基础服务， 是很多
人都离不开的一个群体。 而一直
以来， 被一些行业机构榜单冠以
“高薪职业” 的快递小哥， 其背
后所普遍面临的却是负荷强、 罚

款重、 基本医疗、 工伤保险、 劳
动保护缺失、 安全无保障等诸多
“辛酸” 现状。 快递员每天超负
荷工作已是家常便饭 ， 加班加
点 ， 每天工作平均有十几个小
时， 没有标准工作时间， 工作环
境差 ， 劳动强度大 ， 企业大都
“以罚代管”， 缺少企业关爱， 而
且平时也会受到身份歧视。

快递业劳动保护集体合同的
签订， 为快递小哥上了一道安全
保险， 不仅让快递从业人员有了
劳动保护的 “防护网”， 同时也
为快递企业套上 “紧箍咒”， 倒
逼快递企业加强管理， 加强对员
工的劳动保护， 自觉维护从业人

员的合法权益。 比如， 有些快递
企业的薪酬设计、 奖惩机制逼得
快递员 “多拉快跑”， 注重业务
的 “量” 却使服务的 “质 ” 打
了折扣 。 快递行业劳动保护集
体合同的签订 ， 让员工的劳动
安全教育和培训 、 劳动保护 、
劳 动 条 件 改 善 等 合 法 权 益 有
了 保 障 。 目 前 当 务 之 急 ， 是
把 合 同 内 容 落 到 实 处 。 落 实
好 才 是 真 正 好 。 不 能 合 同
“一 签 了 之 ” ， 而 是 让 合 同 真
正走出纸上 ， 落实到行动中 ，
并严格按照合同办事 。 对于违
法合同的当依法追究责任， 并予
以严厉处罚。

■有话直说

伴随80后、 90后成为消费市场主力， “这月买下
月还” 的消费方式已然不是一件新鲜事。 前不久， 清
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发布的 《2018中国
消费信贷市场研究》 显示， 截至2018年10月， 我国消
费金融规模达到8.45万亿元。 这些期限通常不超过1
年的信贷产品， 主要用以购买日耗品、 衣服、 电子产
品和支付房租， 而使用人群主体无疑是热衷于 “超前
消费” 的年轻群体。 （2月24日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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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旅游套路
需要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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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搞卫生
成了新闻的背后

李雪： 上海市市场监管部门
近期公布了对网红产品 “甲醛检
测仪” 的风险监测结果， 检测结
果显示： 无一批 “甲醛检测仪 ”
产品示值误差符合技术要求 ，
无 一 批 次 “甲 醛 检 测 仪 ” 在
设 定 的 检 测 环 境 条 件 下 的 重
复 性 符 合 要 求 。 作 为 市 场 热
销 品 ， 甲 醛 检 测 仪 当 引 起 重
视 。 家用甲醛检测仪不靠谱 ，
并 非 是 媒 体 第 一次报道 ， 对
此， 相关职能部门就不能对其置
之不理。 消费者要理性消费， 不
要跟风。

对不靠谱“甲醛检测仪”
不能置之不理

天歌： 时下正是海南三亚的
旅游旺季， 当全国大部分地区天
寒地冻或连日阴雨之际， 来自各
地的 “候鸟 ” 们此刻正在 海 南
三 亚 享 受 着 阳 光 、 沙 滩 和 舒
适 的天气 。 但在旅游旺季 ， 同
样也 是 不 法 低 价 团 、 违 规 旅
行社活动的高峰期。 要想从根
本上遏制当下旅游市场的种种套
路、 乱象， 必须监管部门和游客
共同努力才行。 游客要自觉抵制
不法低价团。

北京首份快递业劳动保
护集体合同的签订 ， 具有标
本意义。 快递业劳动保护集
体合同的签订， 为北京市11
万快递小哥的合法权益提供
兜底保障 。 对快递小哥的劳
动安全教育和培训 、 劳动保
护、 劳动条件改善等方面保
驾护航。

企业试水直播招聘是因时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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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75后占据高管席， 85后
成为中流砥柱， 95后也逐渐进入
职场成为新动能。 越来越多的95
后选择 “慢就业”， 甚至对按部
就班上班失去兴趣。 这类心态的
出现， 给做招聘的HR巨大的压
力， HR们开始将招聘主场搬至
年轻人群聚集最多的地方， 例如
直播平台。 与此同时， 不少企业
也玩起了直播招聘。 （2月25日
《劳动报》）

从实践来看， 一些企业借助
直播招聘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而
一些品牌企业也参与其中。 据报
道， 服装品牌企业百丽、 体育用
品企业李宁 、 汽车企业北汽福
田、 电商巨头京东等都做过直播

招聘专场， 其中， 最低的播放量
有80万， 最高的达到了1000万 。
而其重要的意义， 更在于可以增
进企业与求职者的互动， 是对双
方都有利的事情。

当然， 企业直播招聘作为一
种创新， 所应遵循的边界也不能
缺失。 一则在直播中应坚持实事
求是， 最基本的直播企业状况当
是自家的， 尤其是承诺的相关待
遇、 岗位等事项也应出于真心、
诚心； 二则应该加强对求职者个
人信息的保护， 以防范求职者简
历等个人信息遭到泄露； 三则在
直播操作上， 同样须遵守法律规
定及社会公序良俗， 谨防越界言
行的出现。

总之， 企业试水直播招聘是
因时而变的有益举措。 正如媒体
报道， 传统网络招聘的市场份额
已经在萎缩， 直播这类移动社交
招聘一定会慢慢成为主流。 更何
况， 社交招聘或移动化招聘可以

用手机获取更多候选人的流量，
故此， 直播不仅可以成为招聘平
台， 也是企业展示形象的一个新
渠道。 对此， 无论是企业还是求
职者， 不妨好好加以利用。

□杨玉龙

提高月基础工资标准、 建立
荣誉津贴制度、 设立 “环卫工人
关爱月” ……近日， 经福建省政
府同意， 省总工会会同住建厅、
人社厅、 财政厅联合出台 《关于
进一步保障环卫工人合法权益的
若干意见》， 从提高环卫工人收
入水平、 落实环卫工人社会保险
待遇等8个方面， 提出进一步保
障环卫工人合法权益的21条措
施。 （2月25日 《工人日报》）

福建对环卫工人的一贯性做
法及其一揽子方案， 让环卫工很
有获得感和幸福感。 福建一贯性
做法， 可以追溯十年之久。 2006

年出台 《关于加强城市环境卫生
工作的若干意见》， 2010年印发
《关于进一步改善城镇环卫工人
工作生活条件促进环卫事业健康
持续发展的意见 》 ， 2017年与
2018年省政府与省总召开的联席
会议， 部署持续改善环卫工人工
作生活条件， 要求相关部门研究
措施、 推动落实。 福建一揽子方
案， 包括制订相关政策， 提高环
卫工人的工资、 福利水平， 增加
投入 ， 提高环卫作业机械化水
平， 减轻环卫工劳动强度， 还包
括各级工会广泛开展送爱心、 送
技能 、 送健康 、 送帮扶 、 送清

凉、 送温暖活动。
提升环卫工幸福感的 “福建

方案”， 值得引起反思。 社会对
环卫工的歧视， 会影响环卫工人
的工作过程、 工作效率、 工作结
果乃至生活态度。 在较低社会认
同感和不被尊重的背景下， 环卫
工人的工作又反馈给其他社会成
员， 影响公众的情绪和生活。 相
反， 提高环卫工的工作报酬、 福
利待遇、 生活水平， 让环卫工尽
职尽责地从事本职工作， 进而享
受人生、 热爱生活， 会提高城市
的颜值， 提高市民生活的质量。

□卞广春

近日， 杭州一些家长请钟
点工去孩子学校打扫卫生的新
闻引起舆论关注。 据报道， 杭
州有家长因为看到老师在班级
微信群里征集志愿者打扫教
室 ， 而自己忙于工作无法参
与， 于是想出了请钟点工的主
意。 另有家长表示， 上学期他
们家委会就已经全体同意请家
政公司了。

学生参加学校打扫卫生劳
动 ， 本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了。 现如今 “引进” 了钟点工
代劳， 因此成为新闻。 这新闻
倒也值得说道说道。

“老师在班级微信群征集
志愿者打扫教室” 是啥意思？
明摆着是要求家长们 “有 所
表示 ” 。 尽管有人说 “老师
并没有要求家长必须干 ， 只
是发出倡议 ” ， 但家长们心
里 都 明 白 ， 对 这 样 的 “ 倡
议 ” 不做呼应 ， 在老师那里
“留 下 坏 印 象 ” ， 肯 定 对 孩
子 不 利———至少要孩子付出
劳动。 因此， 必然要想方设法
呼应 “倡议”。 如此， 人们质
疑这 “倡议” 暗含利用家长心
疼孩子的心理之嫌， 恐怕不算
冤枉。

“家委会全体同意请家政
公司了” 说明什么？ 说明家长
们无一例外地愿意用 “购买服
务” 的方式应对老师的 “志愿
倡议”， 如此， 既可以满足老
师的愿望， 又可以减轻自己和
孩子的负担 ， 可谓 “三全其
美”。 殊不知， 这样做的结果，
却可能一方面助长了某些老师
的 “需求”， 另一方面影响了
孩子的 “三观”。

退一步说 ， 即使老师的
“志愿倡议”、 家长的 “购买服
务” 都有为孩子着想的好意，
但是否想过， 适当地参加体力
劳动也是教育的一部分？ 只要
保障安全， 劳动实践可以学到
一些生活基本技能， 可以体会
分工协作与团队意识， 也有助
于营造 “劳动光荣” 的风气。
如果在搞卫生这样的小事上，
孩子们看到的是老师可以 “胁
迫” 家长， 家长可以 “购买服
务”， 效果会是积极的吗？ 请
三思。

□一刀 （资深媒体人）

□左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