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4日， 由北京市总工会
主办的北京市快递员身心健康状
况评估项目启动仪式在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举行。 当
天， 140多名快递员在北京康复

医院劳模健康管理中心进行了系
统性身心健康状况评估。 据悉，
今年北京市总工会将为3000名辛
勤奔波在北京大街小巷的 “快递
小哥” 提供身心健康状况评估。
（4月15日 《劳动午报》）

毋庸置疑， 快递员作为现代
物流运输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 其身心健康不仅影响着他们
自身的幸福指数， 也关乎着物流
运输服务业的发展， 更关乎着老
百姓日常生活的便利性。 故此，
保障快递小哥身心健康， 不仅需
要企业重视起来， 而且也需要各
级工会给予重视， 甚至更需要全
社会关注关爱这些特殊群体。

为快递小哥评估身心健康无

疑值得称道。 在北京市快递行业
协会的积极争取和配合下， 由北
京市总工会牵头、 北京市服务工
会立项， 拿出600多万元专项资
金， 按照每人2000元的标准， 为
全市3000名一线快递从业者提供
免费健康体检。 并通过对快递员
一对一的精准身心健康状况评
估， 定制促进和改善其身心健康
的管理措施。

或许这样的活动不能覆盖到
每个快递员， 但是其导向价值不
能小觑。 比如， 一方面可以让更
多快递企业重视快递员的身心健
康； 另一方面也可以动员起更多
的医疗机构参与其中； 再者， 更
为重要的是， 在给快递员一份身

心健康保障的同时， 也可以给他
们的家人一份心安， 毕竟这些快
递员的背后都支撑着一个家。

同样， 也正如中国快递协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项目的开
展， 充分体现了党和工会对职工
的关心和关爱， 促使广大快递员
以健康的体魄为物流运输服务业
的发展贡献力量。 的确如此， 快
递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快递小哥
奉献， 离不开快递小哥的健康，
也只有快递小哥身体健康了， 行
业才能健康发展。

当然， 对于快递企业而言 ，
为了筑牢企业发展基石， 应该
重视快递员的身心健康。 即便没
有此类贴心活动， 也应该积极采

取有助于员工身心健康的措施。
比如 ， 定期组织快递员进行体
检 ； 还如 ， 设立 “快递员减压
室” 等， 服务有需求的快递员；
再如， 也可以借助培训等方式，
引导快递员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等等。

总之，北京市总工会、行业协
会和医院联手为快递员送上健康
大礼包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 于
各地而言， 不妨因地制宜借鉴开
展，以不断提升快递员健康意识，
进而得到专业医务人员量身打造
的健康管理处方来防止疾病的发
生和发展，从而降低患病风险。且
从更长远来看， 也才能持续携手
推进快递业的健康发展。

读小学四年级的女儿最近不再天天捧着手机傻
笑了， 这让原本忧心孩子学习的北京陈女士舒了一
口气 。 原来 ， 通过给短视频APP设置 “青少年模
式”， 孩子每天观看超过40分钟后， 需要家长输入
独立密码才能继续使用。 这种 “青少年模式”， 正
是今年3月国家网信办指导 “抖音” “快手” “火
山小视频” 等短视频平台试点上线的青少年防沉迷
系统。 (4月14日 新华社) □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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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选择性缴社保”让劳动者权益打折扣

■世象漫说

为快递小哥评估身心健康当成常态

大学生“超前消费”
透支家庭社会成本

■劳动时评

宪认：国家医疗保障局日前
公布的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管
条例 (征求意见稿 )》 指出 ， 国
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全国
医疗保障领域信用管理工作， 纳
入社会信用体系， 对于违反相关
规定的单位和个人， 可以给予公
开曝光、 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名单等惩戒措施。 在这个信用社
会， 失信者将寸步难行， 将 “骗
保” 行为纳入失信惩戒范畴， 也
是对 “骗保” 行为进行 “饱和打
击” “全方位打击”， 是在增加
不法者的违法成本。

失信惩戒是对
骗保行为“加码打击”

张西流：当前， 大学生使用
“花呗” 和 “白条” 等网络消费
信贷产品的现象较为普遍。 有媒
体调研发现， 不少在校大学生有
过 “网贷” 超前消费， 有些人越
贷越多， 还没步入社会就已背负
大笔债务。 大学生 “超前消费”，
透支了家庭社会成本， 并存在多
重风险， 这显然值得多方反思。
大学生应端正消费心态， 理性消
费， 合理消费， 崇尚勤俭节约的
生活方式， 慎办信用卡或信贷。

快递员作为现代物流运输
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身
心健康不仅影响着他们自身的
幸福指数， 也关乎着物流运输
服务业的发展， 更关乎着老百
姓日常生活的便利性 。 故此 ，
保障快递小哥身心健康， 不仅
需要企业重视起来， 而且也需
要各级工会给予重视。

普及急救知识需要全社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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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社保是职工在退休后、
生病后、 因工致伤后、 丧失劳动
能力后、 失业后的基本保障， 也
是其依法应享受的福利之一。 然
而现实中， 一些企业因想降低成
本等原因， 晚缴、 少缴或不缴社
保， 一些企业选择性缴纳， 或只
是发放所谓的社保津贴来代替。
律师提醒， 一旦发生劳动纠纷，
企业可能得不偿失 。 (4月14日
《工人日报》)

一些企业在缴纳社保方面，
对核心人才多缴 、 普通职工少
缴 、 晚缴或不缴 。 对于企业来
说， 缴纳社保会增加他们的用人
成本， 正如有企业老板称， “企

业也没办法， 用人成本太高了”。
此外， 有一些劳动者， 对于缴纳
社保积极性不高， 他们对于社保
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不清楚缴纳
社保与医疗、 生育、 失业和工伤
等相关待遇相 “绑定 ”， 有的劳
动者则较为 “怕事”， 为了保住
饭碗， 对于企业不给自己缴纳社
保也只能无可奈何。 这些原因的
存在， 让不少企业都进行选择性
缴纳社保， 这侵犯了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

要保护好劳动者权益， 就需
要督促足额缴纳社保费用 。 对
此， 首先需要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加大监管力度， 对选择性缴纳社

保的企业予以相应惩治。 对于企
业来说， 依法缴纳社保， 能够避
免自己 “吃上官司”； 而依法缴
纳社保， 更是对劳动者权益的必
要保护， 这也能增加企业的向心
力、 吸引力， 有利于留住人才，
从而符合企业的长远利益。

另外， 劳动监察部门要加大
宣传力度 ， 要让劳动者懂得维
权， 让劳动者懂得缴纳社保的重
要性与好处， 更要增加劳动者的
议价能力。 同时， 还要继续降低
社保费率， 要能合理统筹等等，
从而增加社保的 “含金量”， 让
缴纳社保带来的好处能够更准更
多地落入劳动者口袋。 □戴先任

□杨玉龙

在医生到来之前， 每个人都
有可能遇到紧急情况需要急救。
危急时刻， 如果您自己或身边的
人掌握了急救知识和技能， 就有
可能挽救生命。 11日， 厦门新阳
街道兴旺社区举行了一场社区老
年人应急救护技能培训， 共有40
名老年人参加。 （4月15日 《海
峡导报》）

按照 “人人学急救， 急救为
人人 ” 的急救理念 ， 老人学急
救 ， 不仅是必要的 ， 也是需要
的。 老人掌握了急救知识， 可以
去教授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学
会急救。 而一旦紧急关头， 不仅
可以自救， 也同样可以救人。 心
脏按压、 海姆立克急救法、 婴儿

心肺复苏术……这些急救的技
能， 有些老人也可以做， 有些可
以指导他人做 ， 体现的 ， 就是
“知识守护生命”。

毋庸讳言， 公众缺乏急救知
识是目前严峻的现状， 一但危急
之时， 更凸现其严酷。 据统计 ，
到目前为止， 国内大部分城市的
急救知识普及率不足1%。 组织
老人学急救， 正是为了进一步普
及急救知识， 实现急救知识全覆
盖。 普及急救知识需要全社会的
重视和配合， 但有关方面更应该
负起责任， 组织诸如 “老人学急
救” 这样的活动， 持续不断地大
力推进急救知识进机关 、 进学
校、 进社区、 进企业， 让更多的

人学习、 了解和掌握应急救护知
识， 并向更多的人传播知识、 传
教技能， 共同提高应对突发事件
的现场救护能力。

当有人急需救助的时候，总

有掌握基本的应急救护知识和技
能的人挺身而出， 我们期待这一
天早些到来。 这关乎我们每个人
的生命安全。因此，老人学急救这
样的活动，多多益善。 □钱夙伟

■有话直说

昨天本报评论谈到工会要
代表和维护职工权益， 关注安
全生产， 负起监督责任。 用意
不错， 观点明确。 但在实际工
作中， 我们又不能不承认一个
现实———工会的这种监督尚不
到位， 作用发挥有限。 因而愿
再进一言。

工会监督必须有相应的法
定权利和刚性的操作规程 ，
如 果只是写进文件 ， 说在嘴
上， 实际操作全凭企业主、 管
理 者 的 觉 悟 和 好 恶 ， 工 会
监 督 就只能是流于形式 ， 失
于 “无语”。

窃以为， 对安全生产的监
督 ， 工会应该有如下基本权
利： 对企业的安全生产投入和
措施， 有权监督、 检查； 发现
安全隐患有权代表工人拒绝作
业并要求管理者迅速整改； 对
拒 不 整 改 或 强 制 工 人 作 业
的 有 权组织停工 ； 对责任事
故造成工人伤亡损失的， 有权
代表工人向企业索赔直至向司
法机关提出指控并被受理。 还
必须明确， 在生产事故的处理
中， 工会是工人的代表者和维
护者， 而不是只管善后的工作
人员。

工会监督的另一个问题
是， 工人要加入和依靠工会。
工人要维护自身权益， 所在企
业有没有工会组织， 自己是否
加入了工会， 效果不大相同。
工会依法组建， 代表和维护职
工合法权益， 在安全生产的知
情、 参与、 监督方面， 有着远
比单一、 分散的工人大得多的
力量。 由工会出面交涉， 为工
人 “撑腰”， 业主和企业方的
态度也比对单一、 分散的工人
提出要求要好得多 。 有了工
会， 发现重大安全隐患， “工
人拒绝危险作业” 才更有可操
作性， 制裁打击报复才更有约
束力。 当然， 这一切都需要完
善的相关法律支持。 而法律的
完 善 同 样 需 要 工 会 代 表 工
人参与。

工人维权需要工会 “撑
腰”， 工会就是面对安全隐患
“拒绝作业 ” 的 “硬件 ”。 切
记， 组织起来的力量， 任何人
都不敢小视。

□一刀 （资深媒体人）

监督安全生产
工会须有职有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