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 我们经常在微信朋友圈中看到， 一些
大病患者通过网络平台发起筹款向社会求助的信
息。 据不完全统计， 仅2018年通过各大网络平台个
人求助的金额就达到200亿元。 然而， 这种个人筹
款并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 曾遭遇 “监管难”。
有人甚至通过伪造病历的方式在网络平台发起筹
款， 不仅骗取了他人钱财， 更伤害了公众的爱心。
（7月22日 中国之声） □王铎

■网评锐语

网络诈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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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送清凉”彰显善意和情怀

■世象漫说

岗位可以无底薪，用工不能无底线

莫让游乐设施
沦为伤童利器

■劳动时评

钱夙伟： 日前， 国家卫健委
召开新闻发布会， 健康中国行动
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就 “健康中国
行动” 之控烟行动有关情况进行
说明。 据了解， 目前国家卫生健
康委正在会同有关部门开展电子
烟监管的研究， 计划要通过立法
的方式， 对电子烟进行监管。 此
举不仅可以澄清对电子烟的模糊
认识， 对于禁止吸烟场所同样禁
吸电子烟， 也将有法可依， 这对
于改变目前电子烟大行其道的现
状， 大大减轻电子烟的危害， 并
推动控烟的进程， 应是势在必行
之举。

立法监管电子烟
是势在必行之举

史奉楚： 正值暑假期间， 游
乐场所成为孩子们最喜欢去的地
方。 值得注意的是， 有些游乐设
施暗藏巨大隐患， 可能给孩子带
来致命伤害。 无论什么原因， 都
不能成为忽视安全的借口。 监管
部门必须正视问题， 补足短板，
建立切实有效的监管机制和防范
措施。

“无底薪工资制”是劳动关
系中出现的新变化， 从理论上
讲，只要不违法，岗位可以“无
底薪”；但从实践看，这种工资
支付方式已经或接近触碰了法
律底线。 作为职工权益的代表
者、维护者，工会组织有责任维
护职工合法权益， 并提请企业
守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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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酷的墨镜、时髦的背包、凉
爽的坐垫……昨天， 公交公司电
车五队工会， 为一线运营职工准
备的凉爽包、 应急小药包等防暑
降温物品送到职工手中。 让坚守
在营运线上的职工， 在高温的天
气里感受到工会送来的 “凉爽”。
（7月23日 《劳动午报》）

高温送清凉，关爱暖人心，其
意义不仅仅在于感谢他们为经济
社会发展付出的辛勤劳作， 更体
现了我们这座大爱城市的善意和
情怀。“坚守高温” 是一种奉献精

神， 我们固然需要赞美这个劳动
者群体， 但更应该给予 “高温关
怀”。令人欣喜的是，这几年无论
是设立“劳动者驿站”，还是开辟
公共纳凉点， 各级各部门积极营
造“制度清凉”，这些好做法必须
坚持不懈地做下去， 并固化为一
种制度。

面对高温中坚守岗位的群
体，既要把“清凉”送到职工的心
田，更应保障包括高温津贴、工作
时间、 防暑降温在内的 “高温权
益”。一方面，要通过政府职能部

门督查、工会组织审查、行业自律
严查等途径，使落实《防暑降温措
施管理办法》 等法律规定成为保
护职工合法权益的一种常态。譬
如，可健全工商、银行、税务等部
门联动机制， 将不落实高温津贴
的单位列入“黑名单”，在贷款、税
收等方面予以体现；另一方面，广
大职工也不能做 “沉默的羔羊”，
要学法知法懂法， 在保护自身合
法权益方面据理力争、依法维权，
绝不能让“高温权利”成为“空头
支票”。 □徐剑锋

□张刃

近来， 某些用工单位开始推
行 “无底薪工资制”， 特别是在
从业门槛较低的快递、 美发、 房
屋中介等行业群体中 ， 颇 有 流
行 、 拓 展 趋 势 。 由 于 事 关 职
工 切 身 利 益 ， 不 能 不 引 起 我
们的关注。

薪酬是劳动者付出劳动后的

所得， 底薪则是劳动者的基本生
活保障。 所谓 “无底薪”， 就是
要求职工完成一定数额的劳动量
或业绩之后 ， 通过与企业分成
（即提成） 的方式获取报酬。 它
同时意味着， 如果完不成定额，
则连基本的收入保障都没有。 这
种看似以高比例提成 “激发和调
动劳动者积极性” 的方式， 实则
是企业为降低人力成本， 甚至转
嫁经营风险而采取的招数。

据说也有职工认可 “无底薪
工资制”， 理由是 “只要有能力、
又勤奋， 挣的就多， 所以有无底
薪并不重要。” 然而， 他们是否
想过， 工作业绩并不是单纯靠个
人能力与勤奋就能够实现的， 譬
如， 企业市场定位有误可能导致
业务量不足， 经营管理不善难免
加大其他成本 ， 如果再有劳动

（业绩） 定额不合理的因素， 那
么， 即使个人再努力也可能完不
成任务， 结果既无提成， 更无底
薪， 何以生活？ 换个角度看， 如
果企业前景广阔， 利润丰厚， 给
付职工固定工资才是保障利润最
大化的最佳选择， 怎么会以高比
例提成让职工 “分一杯羹” 呢？

还应该指出， “无底薪工资
制” 看似遵循了多劳多得的分配
原则， 但它在激励员工的同时 ，
也会造成劳动者为了获取更多报
酬 自 动 延 长 工 时 而 过 度 疲 劳
的 现 象发生 。 其结果 ， 企业可
以借口 “职工自愿” 而打破八小
时工作制 ， 规避加班付酬的责
任； 职工则以个人健康为代价付
出超额劳动。

值得注意的是， 劳动报酬无
底薪、 靠提成， 至少会造成劳动

者收入不稳定， 甚至可能 “劳而
无酬”。 且不说这对于劳动者是
一种不道德的用工方式， 更重要
的是， 当劳动者月收入或小时工
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时， 企业就
涉嫌违法了。

我国 《劳动法》 规定， 国家
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用人单
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
地最低工资标准。 这就是说， 即
使在劳动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约定
了无底薪工资条款， 如果实际结
果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也不具有
法律效力。

不仅如此。 “无底薪”的劳动
合同约定还涉嫌侵犯劳动者权
益。依据《劳动合同法》，用人单位
在制定、 修改或决定有关劳动报
酬、 工作时间、 休息休假……以
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

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
事项时， 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
者全体职工讨论， 听取职工的意
见和建议。 企业推行 “无底薪工
资制 ”， 如果没有经过职代会 ，
没有与职工协商一致， 显然涉嫌
违法了 。 企业违法用工的后果
是， 一旦发生劳动争议， 劳动者
依法维权， 胜诉是大概率的， 企
业最终将承担 “无底薪” 的法律
风险， 面临赔偿责任。

“无底薪工资制” 是劳动关
系中出现的新变化 ， 从理论上
讲， 只要不违法， 岗位可以 “无
底薪”； 但从实践看， 这种工资
支 付 方 式 已 经 或 接 近 触 碰 了
法 律 底线 。 作为职工权益的代
表者、 维护者， 工会组织有责任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并提请企业
守法经营。

把证放到消防技术服务公
司， 就能坐吃 “空饷” 年入数
万元； 专门的挂靠网站提供租
证交易， 甚至衍生大批只为挂
证而考证的人群……根据社会
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 消防
技术服务机构须配备注册消防
工程师 。 然而 ， 记者调查发
现， 当前很多消防技术服务机
构只见证件不见人， 存在 “影
子消防工程师” 现象。 （7月
23日 《劳动午报》）

消防工程师岗位重要， 为
何会形成 “挂证黑市”？ 有观
点认为 ， 消防工程师考试从
2015年才开始举办， 每年的通
过率非常低， 人才储备数量不
够， 企业获取相关资质时产生
证件挂靠需求。 但追根溯源，
利益驱使是原罪 。 对企业而
言， 以拥有资质的公司必须配
备6个消防工程师为例， 按照
现在市价二三十万元的年薪，
光这一项就要100多万元 ； 对
挂证者来说， 即便花数万元考
取资格证， 但通过挂靠一年回
本， 逐年获利； 一些 “专业机
构” 也分得一杯羹， 以跨省挂
证逃避监管， 三方合谋形成了
完整的利益链。

根治 “影子消防工程师”，
须斩利益链。 一方面要加强全
链条监管， 不仅严肃查处挂证
者，还要加大“借挂”企业、“专
业机构” 的惩处力度； 不仅把
“挂证” 消防工程师列入黑名
单，还要将那些靠挂证获利的企
业以及“专业机构”列入黑名单。
对于因“挂证”行为导致重大消
防安全事故的， 要严肃追究相
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另一方面， 要加快推进社
保全国联网， 建立专业技术人
员资格证书全国信息库， 并借
助信息共享机制和大数据技
术 ， 克服以往因地域沟通不
畅、 部门协作不力等问题； 同
时， 在实际操作中改变以往资
质审查中 “只看证件不看人，
只看数量不看质量” 的做法，
以抽查到人的方式进行资质审
查， 防止 “人证分离” 与 “跨
省挂证”。 □付彪

■长话短说■每日图评
根治“影子消防工程师”
须斩利益链

全民健身不妨从抓好工间操开始
7月18日 ， 江苏联发纺织公

司的部分员工在进行工间操展
演。 近年来 ， 该公司为丰富职
工文化生活， 提高身体素质， 推
行 “健康工作·快乐工作” 工间
操推广培训活动， 聘请专业老师
对部分员工进行工间操培训， 并
逐步在全集团推广。 （7月22日
《工人日报》）

2014年， 国家发布了 《关于
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
的若干意见》， 将全面健身上升
为国家战略， 将 “工间操” 写入
了文件。 全民健身、 工间操由过
去的体育部门推动到现在的国家
推动， 显示了国家的决心。 健康

是第一位的， 没有健康托底， 其
他都是零。 客观地说， 现在不少
上班族大多处于 “亚 健 康 ” 状
态 ， 不少人身上都有颈椎病 、
腰 间 盘 突 出 、 高 血 压 、 高血
脂、 高血糖等疾病。 应该看到，
《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
育消费的若干意见》 发布后， 各个
地市也都出台了关于推广工间操
的方案。

而要想让工间操真正成为全
民健身工程的 “主角”， 势必是
一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 也
是一件久久为功的工作 。 一方
面， 需要各地真正重视工间操的
开展和实施， 出台工间操的相关

文件和督导细则， 从制度层面发
力； 另一方面， 无论是机关事业
单位， 还是工矿企业， 都要构建
良好的文化体系 ， 将 “健康工
作·快乐工作” 理念贯穿到文化
体系之中， 想方设法解决场地和

时间不足的问题， 各地工会需要
组织工间操大赛， 鼓励以部门为
单位参赛， 以营造浓郁的氛围。

推动全民健身， 让健康中国
早日照进现实， 不妨从抓好工间
操开始！ □樊树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