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会经费应该怎样开支？ 能
否保障普惠广大职工群众？ 这个
问题似乎不难回答———文件有规
定， 收支有审查， 各级工会组织
的各种群众活动丰富多彩， 从未
间断， 还有什么疑问吗？ 是的。
问问从事实际工作的工会干部，
特别是基层工会的同志， 答案恐

怕并不尽然。
正是考虑到工会经费开支中

实际存在的问题， 为加大向基层
倾斜的政策支持力度， 青海省总
工会决定， 将在深入调查、 研究
分析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工会经费
分成比例， 全面建立工会经费普
惠职工的保障机制， 进一步加大
对基层特别是企业工会的经费支
持。 同时要求， 各级工会统筹工
会经费使用 ， 盘活工会存量资
金， 把更多的资源配置到基础薄
弱的基层工会， 将更多的资金用
于服务职工的普惠化服务项目，
争取将本级经费支出的80%用在
服务基层、 服务职工上。 （4月
15日 《工人日报》）

众所周知， 由于地税代收政
策的支持与力度， 近年来工会经
费收缴额大幅增长， 工会有了更

多的资金。 但与此同时， 由于各
级工会分成比列的调整， 许多基
层特别是企业工会并没有从多缴
的经费中获得相应的收益。 要增
加活动或服务项目， 特别是开展
普惠服务仍感经费不足， 甚至捉
襟见肘，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工会为职工服务的效果。

不可否认， 上级工会收缴比
例高一些， 大部分仍是用于职工
群 众 的 ， 如 重 点 开 展 帮 扶 困
难 职 工 、 金秋助学 、 职工疗休
养、 农民工健康体检、 职工医疗
互助保障等工作， 以及为基层建
设工人文化宫、 职工书屋、 户外
劳动者服务站点等。 此外， 在为
下 级 工 会 调 剂 余 缺 方 面 也 发
挥 了 重要作用 。 不过 ， 同样不
可否认的是， 上级工会统一部署
的工作、 统一组织的活动， 并不

一定适合所有基层工会， 有的还
可能与不同行业、 企业的实际情
况相去甚远， 这就使得工作、 活
动的实际效果打了折扣， 达不到
预期。

工会经费要服务大局、 服务
基层、 服务职工， 是一个原则和
方向问题。 要坚持这个原则和方
向 ， 使工会经费更多地普惠职
工， 就需要有效的保障机制。

工会经费上缴比例提高， 是
多年来基层工会反应强烈的一个
现实问题。 青海省总提出， 将在
深入调查、 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合
理确定工会经费分成比例， 这一
举措势必打破某些 “框框”， 是
实事求是的态度， 是敢于创新之
举， 也必然受到基层的欢迎。

上级工会本级开支的增加，
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这种

增 加 必 然 产 生 减 少 服 务 职 工
的 开 支 。 青海省总提出 “将经
费支出的80%用于服务职工工作
上” 的努力目标， 不是没有依据
和针对性的 。 作为上级工会 ，
“勒紧” 自己， 惠及下级， 应该
为之点赞。

保障工会经费更多地普惠职
工， 仅有上级工会的支持是不够
的 。 即使基层经费留成比例高
了， 上级补助多了， 如果不能精
打细算， 普惠目标仍难落实。 因
此， 各级工会都应该加强经费收
支预算， 统筹各项开支， 盘活存
量资金， 千方百计保障工会经费
的每一分钱都花在明处， 花在有
益于、 服务于职工群众的工作或
活动中， 使基层工会组织的凝聚
力、 吸引力不断提升， 职工获得
感、 幸福感不断增强。

用户期待多年的携号转网终于跨出试点区， 年
底前将在全国实现。 但 《经济参考报》 记者调查发
现， 落实优惠新政， 试点地区已暴露出诸多问题，
用户在携号转网过程中一不留神就会掉进各种
“坑” 里， 前有申请转网重重障碍， 后有转网即成
“二等用户”， 基本使用都成问题。 （4月15日 《经
济参考报》） □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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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违反公序良俗
应成网络直播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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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洪举 ： 尽管国家明令禁
止， 但互联网烟草广告仍大量存
在且更加隐蔽。 4月15日， 北京
疾控中心发布2018年中国互联网
烟草营销数据监测报告， 青少年
用户众多、 监管相对缺位的互联
网平台 ， 成为烟草营销的重灾
区。 禁止烟草广告尤其是禁止向
未成年人推送涉烟草广告， 是互
联网平台理当尽到的法律义务和
社会责任 。 要让未成年人远离
“网络烟草营销”。

让未成年人远离
“网络烟草营销”

张西流： 这几年， 随着监管
力度的不断加大， 网络直播中的
违法违规现象已大量减少 。 然
而， 侵犯他人隐私、 打色情擦边
球 、 传 播 低 俗 信 息 等 乱 象 仍
然 存 在 。 专家指出 ， 网络直播
不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不能挑
战公序良俗。 对此， 有必要通过
立法的方式加以规范。 不能违反
公序良俗， 应成为网络直播的守
法底线。

各级工会都应该加强经费
收支预算， 统筹各项开支， 盘
活存量资金， 千方百计保障工
会经费的每一分钱都花在明
处， 花在有益于、 服务于职工
群众的工作或活动中， 使基层
工会组织的凝聚力、 吸引力不
断提升， 职工获得感、 幸福感
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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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公司工服 ， 送公司快
递， 我却不是公司员工？” 徐某
此前在北京一家快递公司快递站
点工作， 和另外3名同事被快递
站点拖欠工资后， 要求快递公司
总部支付欠薪， 但公司否认他们
是自己的员工， 拒绝支付工资。
近日， 此案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
开庭审理， 4名劳动者历经仲裁、
诉讼后， 与公司签订调解意见，
并拿到了部分工资。 （4月16日
《工人日报》）

“客户不能等太久， 骑着摩

的赶紧走， 让我感到为难的， 是
时间总不够” ……歌曲 《成都》
快递小哥版一度引起不少人的同
情与共鸣。 快递业需要有一个稳
定、 专业、 高素养的员工队伍，
确保快递投送质量， 也需要一个
科学、 健全的制度规范， 让从业
者安心、 舒心。 然而， 在互联网
经济及快递业迅猛发展的今天，
线下有关快递员工的人力资源管
理尚不到位， 特别是快递人员上
演 “速度与激情” 后， 劳动者权
利和报酬尚难有保障， 值得引起

关注。
破解快递站点欠薪等难题，

需要规范制度设计。 劳动监察部
门要通过强化劳动保障执法， 尽
快研究快递配送等其他新业态劳
动关系和社会保障问题的制度规
范， 并完善监管跟踪机制。 要对
这一部分群体的劳动用工行为提
出具体意见， 把复杂的用工方式
简单化， 以便更容易操作， 更符
合现实， 使这部分从业人员的基
本工资、 福利等权益得到保障。

□卞广春

□张刃

车身布满灰尘， 轮胎干瘪亏
气， 车里还堆着许多物料……霸
占公共空间和有限停车资源的
“僵尸车”， 不仅影响市容市貌，
还有很多安全隐患 。 4月12日 ，
北京市交管部门开始进社区清理
“僵尸车”， 而 “僵尸车” 屡清不
绝也让城市管理部门很头疼 。
（4月13日 《北京日报》）

“僵尸车” 问题由来已久，
“僵尸车” 长期随处停放， 不仅
有碍观瞻， 也是对公共权益和公
共空间的侵占与掠夺， 甚至成为
安全隐患 。 但如何整治 “僵尸
车”， 却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有些 “僵尸车”， 清理起来倒是
蛮容易的， 比如根据 《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例》， 被扣留机动
车超时或可拍卖， 达到强制报废
标准亦可依法处理。 但问题是，
尚无违法事实又未达强制报废标
准的僵尸车， 物业虽有管理权，
但没有执法权 ， 如果强行动车
子， 会遭遇赔钱的尴尬。

未来， “僵尸车” 将越来越
多， 整治 “僵尸车”， 城市无须
温柔以待， 而要强化社会共治。
比如， 尽快制定出台对长期停放
废弃机动车的处理办法， 依法治
理 “僵尸车”。 明确相关共同资
源管理单位的管理职责， 严格落
实管理责任， 建立日常巡查机制
和快速反应机制， 把 “僵尸车 ”
现象及时消灭在萌芽状态。 坚持

堵疏结合 ， 设立停车点 ， 实行
“僵尸车” 统一存放； 加大废物
利用力度， 通过市场调节和废旧
车辆回收， 让 “僵尸车” 变废为
宝。 建立健全举报奖励机制， 鼓

励市民对 “僵尸车” 进行监督举
报。 强化责任监督和追究， 对因
疏于管理而出现的 “僵尸车” 现
象， 严肃追究相关部门的职责。

□伊一芳

■长话短说

近日， 记者从北京市人
力社保局了解到 ，2018年全
市上下坚持源头治理、 依法
治理，在工资支付保障制度、
诚信体系建设、 健全责任体
系等方面全面发力， 当年共
为1.76万名农民工追发工资
1.39亿元， 有力维护了劳动
者的合法权益。此外，打破了
劳动者维权的地域性限制，
劳动者维权实现全市 “一点
投诉举报、 全网联动处理”。
（4月16日 《劳动午报》）

不难发现， 劳动者维权
打破地域限制， 也就意味着
劳动者在遭遇到权益伤害
时， 可随时随地维权。 这不
仅增强了劳动者维权的便利
性， 而且对于精准遏制不法
用工行为也有极大益处。 同
时 ， 对于劳动用工市场而
言， 也能够起到防控及规范
作用。 比如， 通过工会、 司
法机构的法援信息、 信访接
访等， 进行大数据综合对比
分析， 就有助于制定重点防
控措施。

要实现对劳动者权益的
真正保障， 一方面应加强劳
动法律法规宣传， 提升劳动
者的维权意识； 另一方面不
应忽视对违规企业的规制力
度。比如，劳动保障重大违法
行为向社会公布， 或者加大
对用人单位信用监管力度，
还或者落实行政处罚公示制
度， 对不法用工单位在政府
采购、招标投标、政策扶持等
方面实施联合惩戒。 这些同
样有助于劳动者权益保护。

总之， 劳动者维权打破
地域限制并实现全天候， 是
惠利广大劳动者的大好事。
也唯有让劳动者维权 “无障
碍”， 才能既对不法用工单
位施以法律惩戒， 更能够为
劳动者权益起到真正保护。
故此， 劳动者维权打破地域
限制当推而广之。 当然， 也
更期待劳动者依法维权意识
与能力真正强大起来， 以消
弭非法用工单位的存在。

□李雪

劳动者维权
打破地域限制当推广

整治“僵尸车”要强化社会共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