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体合同的签订具有法
律约束力 ， 既是对劳动者合
法权益的保护 ， 也是对企业
合法经营管理的支持。

■网评锐语

教育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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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应给大学生免遭假招聘设道“防火墙”

用集体合同形式保护送餐员权益极具意义

校园食品安全
光有“明厨亮灶”还不够

■劳动时评

盛人云： 近几年， 在各种占
卜APP、 网站上注册的青年人数
量越来越多。 从线上网站到手机
APP， 从公众号到朋友圈， “星
象占卜 ” “塔罗牌占卜 ” “水
逆 ” 等占卜术语出现的频率变
高。 占卜算命借着互联网摇身一
变， 成了当下年轻人的一种娱乐
方式。 披上科技外衣的网络占卜
真的可信吗？ 网络占卜几乎没有
成本， 大都无本万利， 这种游走
在法律的灰色地带， 踩着法律边
缘线的行为， 必须严管。

对网络占卜
必须严管

徐建辉： 目前， 全国有各级
各类学校 、 幼儿园共计50多万
所， 设有食堂的学校有 38万所 。
截 至 目 前 ， 全 国 范 围 内 已 经
有 34万 所 学 校 实 现 了 “明 厨
亮灶 ” 。 校园食品安全仅仅是
明 厨 亮 灶 还 不 够 ， 更 重 要 的
是 要 实 现 餐 饮 采 买 、 加 工 以
及厨师安全卫生意识等全环节、
全方位的开放透明， 使阳光监督
贯穿整个流程。

“图书馆兼职、电影院检票员
兼职， 日结150元至180元……”
郑州某大学大三学生小陈想找个
周末的兼职工作，挣点儿生活费，
在某网站看到这则电影院检票员
招工日结工资的招聘信息后， 觉
得工作不累、 体面， 工资也高，
符合自己的求职意愿， 便投了简
历。 没想到不仅没有找到工作，
还被骗了几百元 。 (11月 24日
《中国青年报》)

诈骗手法无论多高明， 只要
是假的都有明显的漏洞， 此际尤
需求职者遵循一些基本规则， 比

如要懂得 “天下不会掉馅饼” 的
道理， 对于突然降临或唾手可得
的好事， 要多长几个心眼， 比如
《劳动合同法》 第九条规定， 用
人单位招用劳动者， 不得扣押劳
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
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
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 求
职大学生如果掌握了这些基本的
法律常识， 则诈骗分子利用保证
金诈骗的伎俩， 则很难行得通。

从识别真假， 到受害救济再
到后续止损， 要让大学生既有防
骗、 识骗和打假的常识， 更要具

备这样的打假防骗的能力与水
平， 就需要学校扮演好“保护者”
的角色， 为大学生在进入职场前
设置一道 “防火墙”。 具体而言，
应发挥 “教育者” “辅导员”“保
护人”三重角色。首先，学校应当
开设相应的求职辅导课程， 规范
就业指导， 加强毕业生教育和培
训， 教会他们掌握一些基本的求
职技能， 懂得一些识假防骗的常
识。 其次， 在学生进入求职环节
后， 学校应当安排专业机构或辅
导老师为求职大学生提供辅导，
帮助他们辨识真假。 □唐伟

■长话短说■每日图评
打击车险骗保
刻不容缓

□张刃

■世象漫说

“高空吸尿救人”既要赞美更要反思
这两天， 在高空中用嘴帮老

人吸尿37分钟的张红医生的事迹
被广泛传播， 网友们纷纷点赞，
但同时也有不同的声音出现， 质
疑医生 “一定要用嘴吸尿吗 ？”
不少医生表示， 航空资源配置的
缺乏不应该由医生的牺牲做垫
背， 旅客难免遭遇突发急症， 此
时需要航空服务人员具备一定的
处置能力， 同时配置相应的紧急
医疗装备。 （11月23日 《广州日
报》）

张红医生吸尿救人的事迹 ，
引来如潮赞美， 也引发了更深层
次的反思。 由这件事情开始， 航
空公司以及相关监管部门有必要

进一步完善医疗应急服务机制，
提升医疗应急服务能力， 给旅客
提供更多健康呵护， 从而减少医
生以吸尿等原始方式救人的尴
尬、 无奈和风险， 给医生或其他
救助者更多安全、 从容的选择。

近年来 ， 民航市场发展迅
猛 ， 国内外民众乘坐民航出 行
的需求越来越高 ， 2018年乘坐
中 国 民 航 航 班 出 行 的 旅 客 人
数已达6.1亿人次 （1月7日中国
民航网）。 旅客多了， 在空中出
现身体伤病情况的意外也就会随
之增加， 这给民航的医疗应急服
务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高空急救” 服务升级符合

人道主义精神 ， 符合旅客的需
求 ， 符合航空业健康发展的需
求。 “高空急救” 有了更完备更
优质的硬件和软件， 旅客就能多

一分安全， “张红们” 就能多一
分把握， 少一分困难和无奈， 而
航空公司也能够飞的更稳更远。

□李英锋

为保障和规范教师依法履行教育、 管理学生的
职责， 维护师道尊严，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健康成
长， 教育部22日对外发布 《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
戒规则 （征求意见稿）》， 提出教育惩戒是教师履行
教育教学职责的必要手段和法定职权。 （11月22日
新华社） □朱慧卿

人称 “外卖骑手” 的网约送
餐员最怕什么？ 顾客的 “差评”！
因为它直接影响到骑手们的劳动
所得。 按照目前大多数网约送餐
企业的计酬方式 ， 送单 数 量 和
准 点 率 是 计 算 送 餐 员 劳 动 报
酬 的 主 要 参 数 。 而 送 餐 过 程
难 免 遇 到 交 通 堵 塞 、 恶 劣 天
气 、 地址不明等 “不可抗力 ”，
势必影响准点率 ， 极易遭顾客
“差评”。 这种情况多了， 送餐员
辛辛苦苦跑一个月 ， 可能由于

“差评” 累计而使收入大幅下降，
甚至跌至最低工资标准以下。 骑
手们虽然 “冤枉”， 却也无可奈
何 。 实在忍受不了 ， 只能 “跳
槽” 走人， 结果又导致不少网约
送餐企业面临 “招工难” “留人
难” 的困境。 “差评” 似乎造成
了一个怪圈。

“差评 ” 是消费者的权利 ，
准点率受意外影响是客观存在，
企业考核员工也无可厚非， 唯有
送餐员夹在其中 “受害”， 莫非
问题无解么？

如今在安徽蚌埠， 上述问题
有望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了。 工
人日报报道， 一份由蚌埠市网约
送餐行业工会联合会代表职工
方， 与承担该市市区85%以上的
网约送餐业务的3家公司负责人

签订的行业集体合同， 化解了送
餐员工作中面临的若干难题， 也
相对稳定了职工队伍， 送餐员与
企业都因此受益。

这份有18条内容的集体合同
包括： 企业应按月发放职工工
资 ， 工资不得以实物、 有价证
券等形式抵付； 有计划地对职工
进行培训， 提高职工整体素质 ；
设 立 送 餐 员 高 温 补 贴 和 暖 冬
补 贴……更重要的是 ， 合同确
定， “职工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提
供了正常劳动， 其所得工资不得
低 于 该 市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的
120%。” 就是说， 即使因为顾客
“差评” 需要扣除相应薪酬， 企
业也必须保证送餐员获得合同规
定的工资收入。 有了这个保障，
骑手们再也不用担心意外因素导

致的汗水白流了。
一纸行业集体合同较好地

（话不能说满，还要看实践）解决
了困扰送餐员与企业的“老大难”
问题，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思考。

首先， 送餐员的权益保护是
一个群体性问题， 尽管个人诉求
可能成功， 但效果有限， 也缺乏
保障。 通过组织起来， 以集体合
同的形式解决问题， 显然对职工
群体更具保护作用， 对企业更有
约束效力。 这里的 “组织起来”
就是指加入工会， 工会代表和维
护职工合法权益责无旁贷， 而且
于法有据。 企业方在集体合同中
的承诺， 有工会监督履约， 当然
比个人自我保护更有力， 有效。
由此可见 ， 协调和处理劳动关
系， 工会组织必不可少。

其次 ，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
济。 集体合同的签订具有法律约
束力， 既是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
保护， 也是对企业合法经营管理
的支持。 前者体现出的对劳动的
尊重，不仅有助于稳定职工队伍，
而且会产生正向效应， 吸引更多
新人投身有保障的职业，事实上支持
了企业经营管理与长远发展。

第三， 新经济条件下新职业
的产生， 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了许
多新变化， 如稳定就业向灵活就
业转变， 劳动过程的碎片化引起
劳动关系的碎片化， 以及雇佣关
系走向合作关系， 劳动者去组织
化特征愈发明显， 等等， 这些问
题应该引起政府、 企业、 工会等
多方面的重视， 未雨绸缪， 提早
研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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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南京公安运用大数
据比对分析 ， 发现一些汽修
厂伪造事故骗保的惊人细节。
统计数据表明， 2017年以来，
南京市年均投保车辆约240万
辆左右， 年均收取保费108亿
元， 年均赔付额63亿元， 赔付
率高达58%， 高出国际平均赔
付率三成。 （11月22日 《新华
每日电讯》）

新华社这篇报道， 为公众
揭开车险骗保到底有多疯狂。
一个驾驶员在两年多共驾车
发生事故并申报理赔81次， 的
确荒唐 ； 更荒唐的是 ， 某汽
修厂附近一家酒店地下停车
场的一根柱子， 在2年零3个月
的时间里 ， 被该厂修理 、 交
易的不同车辆碰擦多达54次；
更离谱的是 ， 一些骗保团伙
在两年多时间里 ， 相互发生
碰擦事故超过118次……不合
常理的数据背后 ， 正是一起
起疯狂的车险骗保阴谋。

车险骗保不仅侵害保险公
司利益 、扰乱市场秩序 ，更侵
害车主利益。 更重要的是，车
险骗保是在无形中危害道路
驾驶安全。汽车本来就不是普
通商品， 其修理质量好坏，直
接关系到道路驾驶安全，是和
公众生命安全挂钩的大事。车
主的车辆本来只是补漆之类
的小维修，利欲熏心者却给其
制造一场车祸，多多少少会影
响车辆的使用性能，人为撞坏
之后，在维修时又可能以次充
好，甚至把车主的好件拆下来
装上旧件， 这不仅是在谋财，
恐怕更是在害命了。

打击车险骗保刻不容缓 。
各地都有必要像南京公安那
样，对车险骗保进行一次行业
“大扫除”，对存在人为制造和
骗保行为的相关企业，该重罚
的要惩罚， 该判刑的要判刑。
当然，保险公司内部制度的不
完善，也为不法分子提供了可
乘之机 ，曾有媒体调查 ，保险
公司查勘员伙同修理厂骗保、
吃回扣已是暗流，他们中有一
个彼此相连的利益链，这个利
益链不斩断，车险骗保就难以
根除。 □针未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