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竞业限制条款在保护用人
单位竞争优势的同时， 也限制
了劳动者的择业权、生存权，对
其就不能滥用， 更不能任由竞
业限制成为就业限制。

■网评锐语

祖传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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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评选职工“金点子”活动贵在坚持

竞业限制条款不能滥用

地方立法促进母乳喂养
具有示范意义

■劳动时评

黄齐超： 烟民们请注意， 深
圳控烟又放大招！ 未来将有 “电
子眼” 专盯公共场所违法吸烟行
为。 12月起， 坪山区马峦街道正
式试点控烟环境监测器， 通过在
餐厅、 商场、 客运站、 网吧、 学
校等禁烟区域安装监测器， 实现
24小时监控， 这一举措在国内也
是首创。 “电子眼” 不是价格成
本昂贵的科技机器 ， 用 “电子
眼” 控烟具有推广的现实意义。
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城市能推出这
样的禁烟设备， 助力公共场所禁
烟走出困境。

“电子眼”控烟
正当其时

李雪： 12月9日， 广州市人
大常委会发布公告， 《广州市母
乳喂养促进条例》 已于11月29日
通过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
准， 自2020年3月1日起施行。 纾
解母乳喂养困境， 地方立法无疑
值得称道 。 当然 ， 善法更须良
治。 让母乳喂养有法可依开了个
好头， 关键是能够将 《条例》 内
容落之于实。

今年是发行集团工会开展职
工创新和合理化建议评选工作的
第五年， 共收集涉及经营管理、
优质服务 、 安全生产 、 增收创
效、 多元化经营、 实体书店改革
发展、 增强和扩大企业影响力等
方面的创新和合理化建议393条，
所推选的参评项目是历年评选中
质量最高、 评选现场最为紧张激
烈的 ， 所有参评创新项目可操
作 性 强 ， 不 仅 在 本 企 业 内 部
采 纳 实 施 ， 在 集 团 系 统 内 都
有深远的推广意义。 （12月10
日 《劳动午报》）

职工身处企业发展的最前
沿 ， 对生产过程中的问题和不
足， 看得最清楚， 想得最明白。
有的职工虽然文化层次并不高，
但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聪明的
才智， 一些生产中的难题到了他
们手里 ， 就能很快被攻破和化
解。 职工从实践中锤炼出来的创
新能力 ， 是一种潜在的生产 力
和 一 笔 宝 贵 的 财 富 ， 充 分 发
挥 职 工 的 主 人 翁 意 识 和 创 新
能 力 ， 对企业的发展将起到积
极的作用。

笔者以为， 开展职工创新和

合理化建议评选， 让他们为企业
发展献出更多更好的 “金点子”
活动， 贵在坚持， 形成一种机制
和制度， 这样， 不仅充分尊重了
职工的首创精神， 让他们牢固树
立创新的理念 ， 思考创新的想
法， 开拓创新的方法， 在生产一
线中发现和发明更多原创性、 实
用性和先进性的 “金点子”， 推
动了企业技术的进步与发展， 而
且常态化的评选 “金点子 ” 活
动， 可以进一步激发职工学文化
学技能的热情。

□费伟华

□杨玉龙

■世象漫说

把廉价的中药泡酒包装一下， 成本不到一元，
摇身一变就成了所谓的 “祖传药水”。 近日， 内蒙
古警方捣毁了一处制售假药的窝点， 抓获涉案犯罪
嫌疑人2名， 查获假药17万瓶， 涉案金额达300多万
元。 （12月9日 《海峡都市报》） □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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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经费是工会开展工
作、 组织活动的物质基础和基
本保障， 各级工会历来对工会
经费的使用、 管理高度重视，
工会委员会之外单独设立经费
审查委员会， 足见这项工作的
重要。

随着收缴力度的加大， 工
会经费增加 ， “腰包鼓了 ”，
审查工作量也在加大； 与此同
时， 按照工会改革， 搞活基层
的要求， 上级工会通过下拨经
费支持基层开展工作的力度日
益加大， 经费审查工作的任务
也在加重。 由于经审人员少，
专业知识不足， 又带来了 “谁
来审、 审什么、 怎么审” 的难
题。 为此， 各地各级工会都在
积极探索新的、 更有效的管理
办法， 形象的说法叫做 “管好
工会 ‘钱袋子’”。

工会经费当然需要管好，
但管好是手段 ， 用好才是目
的。 因此， 经费开支是否有利
于工会开展工作、 组织活动，
应该成为经费审查的前提和重
点。 经费审查不仅要看开支是
否违规 、 违纪或存在其他问
题， 更要看钱花在哪里？ 是否
合理 ？ 效果如何 ？ 强调这一
点， 与如何组织有效的经费审
查有很大关系。

工会财务工作有很强的专
业性， 这个 “专业” 不是指财
务方面， 而是指工会组织的性
质及其工作的特殊性。 通过招
标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工会经
费审计的办法， 在一般意义的
业务上是可行的， 但也可能由
于审计者不了解工会工作的特
殊性而难以保证审计质量。 因
此， 管好工会 “钱袋子”， 需
要懂工会的人。

相形之下， 经过公开招考
和必要的培训， 组建工会自己
的 “经费审查专家库”， 成为
一种好的选择。 相对稳定的专
业队伍不仅便于管理、 培训，
有助于他们更多地了解工会，
更能够适应工作需要 ， 而且
可以用之于任何一级经费审
查。 不仅缓解了工会审计力量
不足的问题， 而且使更有针对
性的专项审计成为可能。

□一刀 （资深媒体人）

近年来， 为限制跳槽， 一些
企 业 与 普 通 劳 动 者 签 起 了 竞
业 限 制 协 议 。 记 者 持 续 采 访
了 18位 被 迫 签 下 竞 业 限 制 协
议 （或 含 有 竞 业 限 制 条 款 的
劳 动 合 同 ） 的厨师 、 培训机构
讲师、 置业顾问、 美容美发师 ，
他 们 讲 诉 各 自 遭 遇 ： 不 签 不
能 入 职 ； 拿 违 约 金 “ 威 胁 ”
只 给 市 场 价 一 半 的 薪 水 ； 用

少 量 的 补 偿 换 取 劳 动 者两年
“失业” 等等。 （12月10日 《工
人日报》）

关于竞业限制有着明确法律
规定。 《劳动合同法》 规定， 对
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 用人单
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保密协议中
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 劳
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 应按
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竞
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
高 级 管理人员 、 高级技术人员
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而
这也是企业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
一种保障。

不过， 竞业限制虽受法律保
护， 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滥用， 比
如成为牵制劳动者就业创业的砝

码。 尤其是， 《劳动合同法》 没
有清晰界定适用于竞业限制的职
业和岗位， 致使部分企业将普通
劳动者一并纳入签订竞业限制范
畴， 也就难免会让一些劳动者被
企业的小伎俩 “误伤”， 致使其
权益受到伤害。

以媒体报道的案例为例。 记
者采访签下竞业限制协议的18位
普通劳动者， 无一例外是在入职
时被迫签下的， 最高的违约金高
出月薪100倍 。 值得注意的是 ，
他们既不是高级管理人员、 高级
技术人员 ， 也不是高级销售人
员、 财务人员等有机会接触商业
秘 密 的 人 员 ， 也 就 是 说 他 们
本没有必要签订竞业限制协议，
但却要面临承担支付高额违约金

的风险。
一些企业滥用竞业限制， 无

外乎是为了一己私利， 比如， 用
竞业限制来防止劳动者跳槽、 保
护商业秘密。 但殊不知， 这也极
容易因此发生劳动纠纷。 于此，
对于企业来讲， 理应增强法律意
识， 必须合理、 合法 、 不违背
公 共 利 益 ， 而 对 一 些 非 掌 握
核 心 机 密 的 员 工 ， 没 必 要 以
竞业限制来束缚员工或以最长
期限约束。

同时， 从劳动者角度来讲，
也要讲诚信， 不应恶意跳槽， 即
便跳槽也不应侵犯 “老东家” 的
商业秘密。 对于企业要求签订的
竞业限制协议， 一则有必要注意
相关条款， 对企业单方擅自扩大

签订范围的完全可以抵制； 二则
对于签订的竞业限制协议有必要
诚信遵守， 切莫因为任性或不懂
法， 导致企业权益受损， 而自己
也难逃相应赔偿。

总而言之， 竞业限制条款在
保护用人单位竞争优势的同时，
也限制了劳动者的择业权、 生存
权， 对其就不能滥用 ， 更不能
任由竞业限制成为就业限制 。
当 然 ， 也 正 如 专 家 指 出 ，
“完善相关法律条款才能杜绝
竞业限制滥用 、 错用 ”。 所以 ，
尽快完善竞业限制的 相 关 法 律
法 规 ， 加 大 对 侵 犯 商 业 秘 密
行 为 的 查 处 和 打 击 力 度 ， 也
有 助 于 减 少 因 竞 业 限 制 引 发
的劳动争议。

■有话直说■每日图评
管好用好
工会“钱袋子”“老人鞋”别成“坑老鞋”

目前， 鞋类市场上有一种网
红产品， 被称为 “老人鞋” 或者
“健步鞋”。 商家宣称这是专门为
老年人设计的鞋子 ， 更 加 适 合
老 年 人 的 脚 型 特 征 ， 穿 起 来
既 舒 适 ， 又 防 滑 。 听 起 来 ，
这 样 的 鞋 子 应 该 是 特 别 适 合
老 年人的 ， 但有些老年人却反
映， 老人鞋并不舒服， 有时甚至
还不如普通的鞋子。 （12月10日
央视新闻）

合脚舒适， 防滑安全， 是老
人鞋的基本特点， 也是老人鞋近
年来成为网红产品的根本原因。
但在测试过程中， 鞋底出现超长
裂纹， 鞋帮与底墙开胶， 这些检

验鞋类基本性能的通用指标， 却
屡屡触碰标准红线。 专家指出，
鞋子不耐折， 也就是不牢固； 鞋
底不耐磨， 鞋底花纹磨损后容易
滑倒。 这样的 “老人鞋”， “质
量还不如一双普通的旅游鞋 ”，
又遑论作为 “老人鞋 ” 卖点的
“舒适、 安全”？

当前， “老人鞋” 已经是市
场的大热门， 但目前我国却并没
有 “老人鞋” 的专业标准， 因此
导致 “老人鞋” 产品质量良莠不
齐 ， 产品出现了问题也难以追
责。 显然， 有关部门应尽快制定
这方面的 “国标”， 让生产企业
有章可循。 实际上， 当人口老龄

化已经是贯穿我国21世纪的基本
国情， 如何更好地服务老人， 有
关方面还要有一点超前意识， 在

诸如 “老人鞋” 的推出中， 及早
起到主导作用。

□钱夙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