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牌一致的部分连锁餐饮企
业， 其实存在直营店、 加盟店或
参股店等区别； 经营餐饮企业需
办理专门的经营许可证， 而部分
餐饮企业其实并不参与实际经
营， 只是将资质借用给其他企业
或者个人使用……面对如此混杂
多样的经营模式， 厨师、 服务员

等店员权益一旦遭受店家侵害，
他们该找谁讨说法呢？ （4月28
日 《法制日报》）

餐厅经营模式混杂多是市场
因素使然， 只要这些经营模式在
法律框架内行事就未尝不可。 但
是， 作为支撑起餐饮业发展的广
大劳动者而言， 他们的权益却不
能肆意受到侵害 。 这也就意味
着， 基于餐饮行业具有劳动力密
集、 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 较易
引发劳动争议纠纷， 就更需要规
范劳动用工行为， 以维护好劳资
双方的合法权益。

据报道， 由于一些餐厅经营
模式混杂， 极容易造成劳动者权
益伤害。 比如， 餐饮行业连锁经
营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经营

形式， 劳动者很难对各门店之间
的关系有着清楚认识； 还如， 通
过租借证照 “隐形经营” 的， 劳
动者很难真正探寻到实际用人
单位； 再如， 应聘后厨倘若是厨
师长个招， 因其并不具备用人单
位的主体资格， 同样埋伏下侵权
隐患。

由此可见， 面对可能出现的
权益侵害， 其一， 需要劳动者增
强法律和防范意识。 比如， 一方
面， 入职前主动向相关负责人询
问清楚入职门店与该品牌餐饮企
业总部之间的关系， 并且仔细阅
读入职资料， 以便对自身权利义
务认识到位； 另一方面面对自己
的合法权益被侵害时， 应第一时
间通过法律渠道维权， 切莫为了

保住 “饭碗” 一忍了之。
其二， 餐饮业劳动用工监管

不能疲软。 具体来看， 一是相关
职能部门可以推广劳动用工合同
范本， 以促进餐饮企业规范化用
工； 二是劳动保障监 察 部 门 有
必 要 常 态 化 开 展 用 工 监 管 ，
对 违 法 违 规 用 工 行 为 给 予 法
律 规 制 ； 三 是 应 做 好 相 关 法
律 知 识 的 普 及 ， 以 增 强 劳 资
双 方 守 法意识 ， 以及依法维权
能力， 从而确保劳动用工在法律
框架内行事。

其三， 需要企业履行好主体
责任。 正如法官提醒， 餐饮企业
依法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
单位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以后
厨承包的形式掩盖劳动用工的事

实 ， 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
脚， 无法规避法律责任。 故此，
于企业应该认识到合法用工才是
正途。 而且， 行业协会也不妨充
分发挥好作用， 对违法违规用工
行为说 “不”。

总之， 和谐的劳资关系有利
于餐饮行业的健康发展 。 尤其
是， 伴随着法律的不断完备， 以
及劳动者法律维权意识 的 不 断
增 强 ， 也 倒 逼 着 企 业 正 视 自
身 的 法 律 义 务 ， 而 不 能 越 界
行 事 。 更 何 况 ， 企 业 的 发 展
终 究 离 不 开 人 ， 尤 其 在 人 才
争 夺 战 越来越激烈的当下 ， 与
其歪门心思在员工身上揩油， 远
不如依法依规用人， 进而实现共
赢发展。

■有话直说

整治 “保健” 市场乱象 “百日行动” 近日圆满
收官。 这场由13部门联合开展的治理行动形成了全
国一盘棋的高压监管态势， 有效遏制了保健品市场
乱象。 但是， 根除 “保健” 乱象顽疾贵在持续发
力， 打好持久战。 （4月28日新华社） □朱慧卿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持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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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职工志愿服务需要专业与高尚同行

■世象漫说

餐厅经营模式混杂须防劳动者权益受伤害

住宅质量“缺陷保险”
值得推广

■劳动时评

重要的是
“人心换人心”

李雪 ： 4月25日下午 ， 广西
省钦州市灵山县人民法院的 “巡
回法庭” 走进灵山县机动车驾驶
人考试中心， 公开庭审一起发生
在辖区的交通肇事案件。 灵山县
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组织驾考中
心200多名驾考学员 、 教练员 ，
参加庭审旁听 。 这是一堂普法
课， 此举无疑能够达到 “审理一
案 、 教育一片 ” 的普法宣传效
果。 从既有的相关报道来看， 受
教育者就表示 ， 一定要引以为
戒， 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

“巡回法庭”
进驾校可以更多些

李秀荣： 4月24日起， 《北
京市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
暂行管理办法》 正式实施， 今后
在北京新购房的业主若发现房屋
相关质量缺陷 ， 可向保 险 公 司
提 出 索 赔 申 请 。 被 强 制 投 保
的 住 宅 工 程 质 量 潜 在 缺 陷 保
险 ， 由 住 宅 工 程 建 设 单 位 投
保 ， 保险公司履行赔偿义务 ，
这无疑是在工程建设质量监理之
外， 又增加一道质量风险控制程
序， 能有效提升住宅建筑质量水
平， 值得推广。

和谐的劳资关系有利于
餐饮行业的健康发展 。 尤其
是， 伴随着法律的不断完备，
以及劳动者法律维权意识的
不断增强，也倒逼着企业正视
自身的法律义务，而不能越界
行事。

“赏罚分明”才符合社会公平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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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 全市各区、 集团
公司共有分层、 分类的职工志愿
服务队伍2105支， 实名注册职工
志愿者达43万余人。 据首都职工
志愿服务运行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 如今， 全市职工志愿服务队
伍建设、 素质能力建设、 活动项
目建设、 运行管理建设、 保障体
系建设较成立之初， 均实现了跨
越式发展， 职工志愿服务的发展
已逐渐呈现繁荣景象。 （4月29
日 《劳动午报》）

我们为职工志愿者的精彩表
现点赞， 要让志愿服务理念、 志
愿精神和志愿文化深深根植于每
个人的心田， 进一步激活社会个

体参与的热情和整个社会志愿服
务的 “蝴蝶效应”， 让志愿服务
“人人可为、 处处可为、 时时可
为”， 奋力推动志愿服务事业呈
现星火燎原、 蓬勃发展之势。

随着志愿服务内涵的不断拓
展， 当下的职工志愿服务不仅要
“被服务者需要什么， 我们就给
他们什么”， 而且应紧紧抓住社
会热点 、 职工关注点 ， 在提升
“传统科目” 含金量的同时 ， 更
加精准地提供更高品质、 更为专
业的服务科目。 只有不断整合服
务资源、 对称供需信息， 并借助
较强的专业技能和团队合作， 才
能使志愿服务更理性、 更高效地

投入到急需之处。
于此而言， 当职工志愿服务

进入到专业化、 规范化 、 科学
化 的 新 阶 段 ， 尤 应 进 一 步 建
设专业化的服务队伍 、 打造特
色化的服务品牌、 构建长效化的
服务机制。

一言以蔽之， 职工志愿服务
要走得更远， 既需要社会成员高
尚情怀的积累， 也需要专业能力
的支撑。 只要不断提升专业化、
特色化水平， 加快实现志愿者与
公众、 与社会的和谐共进， 就一
定能汇聚起更多的社会正能量，
把爱传递得更远、 更到位。

□徐剑锋

□杨李喆

4月23日 ， 北京市消防总队
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一则消息全网
寻人， 寻找4月18日下午两位帮
忙疏导交通的热心骑士。 此消息
经网友转发及媒体报道后， 摩托
车车主晨光现身， 除了承认自己
和朋友就是当天的 “热心骑士”，
他还讲述了事发当天因 “占用应
急车道行驶 ” 被扣6分的遭遇 ，
还将因进入五环主路被扣3分 。
（4月29日 《北京青年报》）

在真相公之于众之前， 网络
上曾经热传一则虚假消息， 宣称
当事摩托车车主晨光是因为帮助
消防车疏导交通而占用应急车
道 ， 所以才被处罚 。 这样的消

息， 显然让网友替当事摩托车主
鸣不平 ， 认为如果这样都被处
罚， 以后谁还敢随意给消防车、
救护车等特种车辆让路？ 谁又敢
随意帮助这些特种车辆顺利通过
拥堵路段？

而随着各方声明的发布， 真
相也逐渐浮出水面， 原来当事摩
托车主当天不止涉嫌一起交通违
法行为， 仅仅因为占用高速应急
车道就有两起， 其中一起是为了
帮助出勤的消防车疏导交通， 所
以按照 “有证据证明救助危难或
者紧急避险造成的” 原则， 不予
处罚， 但是另外一起占用应急车
道的行为， 则和帮助消防车疏导

交通无关 ， 所以依法给予了扣
分、 罚款的处罚。

消防部门寻找热情帮助自己
疏导交通的摩托车主， 以示感谢
和表彰， 这是一种赏， 而交警部

门 则 因 为 摩 托 车 主 其 他 的 交
通 违 法行为对其进行处罚 ， 这
是一种罚， 赏罚分明， 才能维护
社会公平正义， 也才能激励公众
向善向美。 □苑广阔

2016年以来， 在全国总工
会的大力倡导下， 各级工会建
起一大批户外劳动者服务站
点， 让他们 “累了能歇脚， 渴
了能喝水， 没电能充电， 饭凉
能加热”。 此举广受赞誉。

全国有多少户外劳动者 ？
《工人日报》 报道称， 各级工
会建设的2.22万个站点， 服务
群体达300多万人； 建行已开
放的1.43万个 “劳动者港湾”，
线下累计服务超过 5000万人
次， 可见不是小数。 这么多人
的需求累加， 就成了不可忽视
的大事。 工会积极推进户外劳
动者服务站点建设， 确实办了
一件好事， 实事。

建设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
需要投资， 但也有限。 全国建
设了2万多站点， 花了3亿元，
平均不过万余元， 分摊到每个
基层工会并不是多大的负担。
更重要的是， 办好这件事的前
提不是有没有钱， 而是有没有
心———把职工当家人， 百般呵
护， 嘘寒问暖的心。

我们常说，工会是“职工之
家”。家的感觉是什么？当然是
贴心贴肺，而且事无巨细、无微
不至。“家里人” 户外劳动喝水
难、休息难、如厕难……当然应
该想方设法去解决。况且，这都
不是什么大难题， 对于一个组
织、一家企业来说，甚至可能只
是举手之劳， 问题的关键就在
于有没有为职工服务的心。

我们常说， 工会是职工的
“娘家人”。 家人遇到困扰， 当
然应该动用各种资源和手段去
解除。 工会作为全国统一、 组
织严密、 依法履职的团体， 在
资源和手段上有着其他社团没
有的优势。 一个建设银行就能
够搞1.4万个 “劳动者港湾 ”，
全国有多少行业、 多少开放的
店面或场地可以利用？ 关键是
有心、 用心去办。

我们常说， “职工有困难
找工会”， 前提是工会能够解
决问题。 工会用真心为职工排
忧解难， 职工才会从心里信赖
和依靠工会。 “人心换人心”，
道理并不深奥。

□一刀 （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