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谨防年终奖中权益陷阱 ，
职场人士应该增强法律维权意
识。不必讳言，在一些情境下，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被侵害 ，两
点主要原因不容忽视， 一是个
人的法律素养不高， 以至于被
侵权也浑然不知； 二是个人维
权能力弱，为了脸面或者胆怯，不
善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权。

■网评锐语

“绿色”快递为何遇冷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治理号贩子更需要有先进的技术手段支撑

年终奖不是“想怎么发就怎么发”

对互联网消费捆绑搭售
要加大处罚力度

■劳动时评

郑文 ： 广东佛山有数百个
“图书馆馆长”， 他们管理的不是
市图书馆， 而是开在自家的邻里
图书馆。 “邻里图书馆” 是以家
庭为单位， 由公共图书馆供给文
献资源、 提供服务支撑， 以邻里
关系为纽带输送阅读服务。 “邻
里图书馆” 以书为媒融洽了邻里
和谐， 促进了公众之间的交流和
交心， 公共文化服务的溢出效应
十分可观， 值得进一步发展完善
并推广。

“邻里图书馆”
是有益的探索

吴学安： 日前， 北京市消费
者协会发布的 《互联网消费捆绑
搭 售 问 题 调 查 报 告 》 显 示 ，
《电子商务法 》 实施后 ， 仍 然
有 少 数 平 台 企 业 以 更 隐 蔽
的 方 式 捆 绑 搭 售 商 品 或 服
务 ， 在 线 旅 游 平 台 的 机 票 、
火 车 票预订 ， 景区门票预订成
为 “重灾区” 。 有关部门应 该
进一步加大监管和处罚力度 ，
一 旦 发 现 损 害 消 费 者 权 益 的
捆 绑 搭售行为 ， 就应依法给予
严厉处罚。

号贩子梁玉只花了6000元 ，
就非法购买了一款面向北京20余
家医院的抢号软件。 自2018年7
月22日至9月20日， 不到两个月，
梁玉在北京一条胡同的出租屋
里， 抢了700多个号， 普通号大
概卖200元一个， 100元的专家号
能卖到2000元。 至今年1月被抓
获前 ， 他总共非法获利约10万
元。 （《中国青年报》 12月11日）

号贩子破坏的不只是医疗秩
序，更是患者就诊权的公平公正。
尽管不少大医院挂号平台反复提
醒：“不要把您的个人信息交给号
贩子”，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患者

愿意提供个人信息， 主要还是正
常渠道挂不上号，实为无奈之举，
而号贩子使用抢号软件打的就是
信息时间差， 占了先机。

梁玉等号贩子为何屡屡得
手？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一些号
贩子逃避打击的技术手段在不断
更新，花样越来越多。而我们打击
号贩子虽然一直在斗智斗勇，而
技术手段还没有及时跟上， 导致
一些号贩子有了可乘之机。

俗话说， “魔高一尺， 道高
一丈 ”。 治理医院号贩子乱象 ，
固然需要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
击， 但更需要有先进的技术手段

作支撑。 再好的医院挂号制度都
不可能完美无缺， 希望各级医疗
机构的管理部门进一步加强对网
上挂号制度的有效管理， 不只是
提醒患者 “不要把您的个人信息
交给号贩子”， 更要进一步完善
制度设计并升级技术手段， 建立
与公安、 网信等有关部门的联动
机制。 既要打击号贩子， 也要打
击为号贩子提供非法抢号软件
者， 有效堵住一些网上挂号管理
和技术上的漏洞， 消除号贩子逃
避打击的侥幸心理， 维护医院良
好的医疗秩序， 更好保障患者公
平公正的就诊权。 □周家和

□杨李喆

■世象漫说

近来， 各大电商平台与快递企业纷纷高调宣传
“绿色” 快递， 成为今年网购领域的一大亮点。 不
过， 记者调查发现， 商家使用 “绿色” 包装的是极
少数， 不少消费者反映， 对 “绿色” 快递 “没听
过” “没见过”。 由于快递企业设立的回收点不多、
使用不便， 快递垃圾减量、 循环利用效果不理想。
（12月10日 新华网） □欣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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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联招聘 《2019职场人年
中盘点报告》显示，职场人中近
六成感受到中年危机，12.2%的
白领认为35岁之后有失业风
险。而且，这些被称为“3040”群
体的职场人“一旦失业，再就业
比想象中更难。 ”

上述信息被 《工人日报》
报道证实： 记者从上海某街道
了解到，登记失业、无业的主要
人 群 正 在 从 昔 日 的 “4050”
“2030”人员转为“3040” 人员。
该街道统计显示， 今年5～6月
份报表中， 30岁以下失业、 无
业人员比例为41%， 31～40岁
的比例为47%； 7～9月报表中，
后者比例又增为48%。 在就业
困难的人群中， 出现了越来越
多中年人的身影， 可见职场中
年危机绝非个别现象。

“3040” 人员失业， 原因
种种， 或原企业改组、 调整，
或不胜任工作岗位， 或个人家
庭原因……较之其他年龄组人
员没有多么特别之处 。 问题
是 ， 作为学历不低 、 能力不
差 、 职场经验相对丰富的群
体， 具备诸多优势的 “3040”
人员， 为什么再就业 “比想象
中更难” 呢？ 问题出在求职与
雇用双方的期望值的反差。

由 于 具 备 诸 多 优 势 ，
“3040”人员再就业选择往往有
偏高的期望值。然而，他们的年
龄已经不再完全“适配”预期的
相应岗位。 换言之， 在同等岗
位， 企业希望使用更为年轻或
学历更高而薪酬较低的人员。

如果 “3040” 人员降低预
期会如何呢？ 企业同样不大情
愿聘用。 原因在于他们过去的
履历， 即使不算 “辉煌”， 也
是职场老手， 不如年轻人更好
管理、 驾驭。 如果他们只是降
低预期而没有调整心态， 仍难
达成企业预期。

“3040” 人员失业， 对于
其个人 、 家庭的影响可能更
大。 他们再就业难， 是职场新
信号， 需要引起重视， 出路在
于求职与雇用双方都适当降低
期望值， 寻求最大公约数。 特
别是企业， 应该看到对方的优
势， 给他们以机会。

□一刀 （资深媒体人）

又到一年岁末时， 又是一年
岁初始。 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人们通常要回顾一下以往的收
获 ， 同时再展望一下未来的期
盼。 其中， 年终奖是职场中不容
回避的话题。 由于每个人、 每个

单位的情况不同， 是否发放、 如
何发放、 发放多少年终奖可能存
在这样或那样的困惑或矛盾， 所
以， 人们迫切想知道法律法规在
这方面是如何规定的。 （12月11
日 《劳动午报》）

年终奖是用人单位根据自身
的经营状况， 通过其内部规章制
度规定或劳动合同约定或其他方
式， 在年终时由用人单位向劳动
者发放的奖金。对于职场人来讲，
年终奖不仅意味着可以多拿一些
钱， 更体现着用人单位对自己劳
动付出的肯定。不过，梳理媒体报
道就会发现， 劳动关系双方因年
终奖闹得不愉快的也不在少数。

以媒体报道的相关案例来
看， 上班未满一年不得拒付年终

奖。 比如， 有劳动者因合同到期
没有干满一年， 用人单位发放年
终奖就不能遗忘这些离职员工。
更须注意的是， 如果劳动合同和
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都没有规
定， 但事实上已发放年终奖， 用
人单位也必须向离职员工发放。
用人单位理应尊重离职员工的合
法权益。

还如媒体梳理的案例， 当制
度规定和合同约定不一致时，用
人单位同样不能拒付年终奖。根
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
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二）》第十六条规定：“用人单
位制定的内部规章制度与集体合
同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不一
致， 劳动者请求优先适用合同约

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所以，
企业不能在此方面动歪心思。

此前曾有媒体总结过年终奖
写进合同需要小心的三大陷阱，
同样涵盖了上述两种情形。 如，
必须做满一个自然年度的员工才
享有年终奖； 发放时已经离职的
员工无权享有年终奖； 发放年终
奖时巧立名目为 “在职员工激励
奖”。 其实， 对于用人单位而言，
理 应 遵 循 依 法 诚 信 用 工 ， 在
年 终 奖上更不应该肆意 “揩劳
动者的油”。

谨防年终奖中权益陷阱， 职
场人士应该增强法律维权意识。
不必讳言， 在一些情境下， 劳动
者的合法权益被侵害， 两点主要
原因不容忽视， 一是个人的法律

素养不高， 以至于被侵权也浑然
不知； 二是个人维权能力弱， 为
了脸面或者胆怯， 不善于拿起法
律武器维权。 事实上， 唯有劳动
者自身强大了， 一些不法侵害才
不会光顾 ， 所以学法用法很重
要。

当然， 从企业角度来看， 用
工贵在依法， 这也是留人的先决
条件。 比如， 《关于工资总额组成
的规定》 第四条规定：“工资总额
由下列六个部分组成：(一)计时工
资；(二)计件工资；(三)奖金……”
于此， 理应保障劳动者的合法待
遇。更何况，劳动关系双方聚在一
起干事也是缘分， 理应多些人情
味儿， 也就更不应该在年终奖等
方面侵害劳动者权益。

■有话直说■每日图评

“3040”人员再就业难
需要引起重视

别让质量堪忧的模拟试卷误人子弟
“五年高考 ， 三年模拟 ”，

这看似戏言的话被不少教辅书，
甚至一些学校的老师作为考试
“成功法宝 ” 向学生灌 输 。 但
是 ， 在 上 海 市 教 育 考 试 院 日
前举办的 “2019考试评价国际
研 讨 会 ” 上 ， 国 家 教 育 考 试
指 导 委 员 会 专 家 组 成 员 、 上
海交通大学教授杨惠中直言 ：
“ 模 拟 试 题 集 就 是 ‘ 教 育 垃
圾 ’ ， 不 能 再 让 这 些垃圾利用
高风险考试的品牌效应， 利用考
生的焦虑心理牟利 。” (12月10
日 《文汇报》)

目前市面上的模拟试卷质量
堪忧， 一些模拟试卷打着某某考

试权威模拟题的名头， 实际上却
错漏百出。 有出版界人士透露，
有的所谓某某考试权威模拟题，
就是找高校研究生参考一两本国
内外类似的考试真题， 在很短时
间内快速拼凑出的。 这些模拟题
却被考生奉为 “至宝”， 这就很
可能误人子弟。

要将模拟试题这些 “教育垃
圾” 清除出教辅市场， 不让它们
继续误人子弟， 就需要能够从多
方入手。 一方面， 需要各地教育
部门、 学校注重提升教师的教学
能力， 教师要能与时俱进， 适应
新高考政策； 再者， 还需要相关
部门能够加强对教辅市场的监管

力度， 那些打着某某考试权威模
拟题虚假名头的模拟题， 已经涉
嫌虚假宣传， 相关部门要能予以

相应惩治， 不让 “教育垃圾” 堂
而皇之坑害广大考生。

□戴先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