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进一步规范劳务派
遣用工行为， 是进一步贯彻
实施国家法律规定的具体体
现， 其中特别强调了 “同工
同酬” 和纠正 “超比例用工
和非三性岗位用工行为”， 很
有针对性。 虽然北京市人社局
下发的 《通知》 是面向企业
的， 但作为职工权益的代表
者、 维护者， 工会有责任积
极介入， 推动落实。

■网评锐语

提前学拼音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超时加班需打破“维权者寡”窘境

工会应重视劳务派遣职工权益保护问题
■劳动时评

□张刃

■世象漫说

学前该不该学拼音？ 教育部有关文件明确规定，
“幼儿园不得提前教授小学教育内容” “坚决克服和
纠正 ‘小学化’ 现象”。 事实上， 绝大多数幼儿园特
别是公办幼儿园， 都不再开设拼音课程。 前不久， 笔
者在南方几所优质小学采访。 “一年级入学的新生
中， 有多少没学过拼音？” 有的老师答， “最多四五
个”。 有的老师则不以为然， “我们这里的孩子， 应
该都学过拼音”。 (1月5日 《人民日报》） □王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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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每日图评

企业超过法律规定上限的超
时加班， 引发了大量员工吐槽，
但是维护自身权益者却不多。 法
律工作者提示， 员工维权要注意
保存证据， 并且要注意公司是否
有加班审批制度， 以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 （1月3日 《工人日报》）

毋庸置疑， 超时加班不仅令
员工身心俱疲， 也会对家庭产生
负面影响， 更会给岗位安全埋下
一定隐患。 尤其是， 常态化的超
时加班对员工的身体损伤是巨大
的。 尽管存在超时加班， 但加班
者对这种现象却习以为常， 甚至

不善于维护自身权益。 根据智联
招聘发布的 《2019年白领生活状
况调研报告》 显示仅有18.05%的
白领不需要加班， 在这些加班人
群中， 近七成的人表示加班没有
补偿。

“维权者寡”无疑是一种尴尬
的存在。 要知道， 无论工资高与
低，用人单位均不能肆意加班。根
据《劳动法》，用人单位由于生产
经营需要， 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
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 一般每
日不得超过一小时； 因特殊原因
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 在保障劳

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
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 但是
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

超时加班需打破“维权者寡”
窘境， 首要的一点就是劳动者须
增强法律维权意识。比如，劳动者
可以选择向劳动监察大队进行投
诉， 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对于仲裁裁
决不服的， 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些途径，均可
以保障劳动者的权益， 而关键的
是，劳动者应用好这些途径，且保
存好相关证据。 □李雪

日前 ， 北京市人社局下发
《关于进一步促进依法诚信经营
劳务派遣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要 求 各 经 营 劳 务 派 遣 业 务 企
业 ， 进一步完善劳务派遣领域
治理体系， 提升治理能力， 规范

劳务派遣用工行为 。 （1月6日
《劳动午报》）

北京人社局这个 《通知 》，
不仅明确要求经营劳务派遣业务
企业在依法获得资质的前提下10
个 “应当” 履行的责任， 而且明
确提出了10类 “不得存在的行
为 ”。 在劳动关系日益多元化 、
复杂化的今天， 如此强调劳务派
遣问题， 是因为它关系到相当一
部分劳动者的权益， 如果处理不
好， 极易引发劳动争议。

劳务派遣又称劳动力租赁，
是指由劳务派遣机构与被派遣劳
工订立劳动合同， 把劳动者派向
其他用工单位， 由用工单位向派
遣机构支付服务费用， 派遣机构
再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的一种
用工形式。 由于劳动合同关系存
在于派遣机构与被派遣劳工之

间， 而劳动力给付的事实却发生
于派遣劳工与实际用工单位之
间， 因此， 劳务派遣最显著特征
就是劳动力的雇用和使用分离，
也由此带来劳动者权益应当由谁
提供保障的问题。

在许多用工单位， 劳务派遣
工大多在一线， 工作苦累， 贡献
很大， 但收入却远远低于正式员
工。 这种用工形式对于用工单位
来说， 既可以减轻管理压力， 分
担风险责任， 又能够降低成本费
用； 对于派遣机构而言， 既不必
安排具体工作， 又可以在发生劳
动争议时以实际劳动与己无关为
借口推脱责任， 因此被越来越多
地采用。 据全国总工会调查， 全
国劳务派遣工在 2011年曾高达
3700万人， 其中国有企业使用数
量最多； 绝大部分行业都在使用

劳务派遣工， 其中电信、 金融、
石油、 电力、 铁路等系统最为严
重， 部分央企甚至有超过2/3的
员工都属于劳务派遣。 以致后来
出现了“逆向派遣”怪象———某些
用人单位要求正式员工与劳务公
司签订派遣合同， 转为劳务派遣
工再派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由
于相关法规的不完善， 劳务派遣
一时成为某些用人单位规避 《劳
动合同法》法定责任的一种途径。

全国总工会从维护职工合法
权益出发， 对劳务派遣问题高度
关注， 并且在调研基础上积极推
动修改 《劳动合同法》。 2012年
末，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了
《劳动合同法 (修正案)》， 修订的
主要内容即聚焦劳务派遣。 修改
后的 《劳动合同法》 不仅要求落
实劳务派遣同工同酬 ， 而且规

定： “劳动合同用工是我国企业
基本用工形式。 劳务派遣用工是
补充形式， 只能在临时性、 辅助
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
施。” “用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
劳务派遣用工数量， 不得超过其
用工总量的一定比例。” 这些条
款的出台， 正是针对性现实中某
些企业使用劳务派遣工规模和岗
位缺乏规范问题的。

北京进一步规范劳务派遣用
工行为， 是进一步贯彻实施国家
法律规定的具体体现， 其中特别
强调了 “同工同酬” 和纠正 “超
比例用工和非三性岗位用工行
为”， 很有针对性。 虽然北京市
人社局下发的 《通知》 是面向企
业的 ， 但作为职工权益的代表
者、 维护者， 工会有责任积极介
入， 推动落实。

记者近日采访发现， 为了
不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 有的用人单位辞退工
作即将满10年的员工然后再让
其重新入职， 或为派遣员工频
换派遣公司使固定期限合同签
订次数不足两次， 甚至强迫员
工签不续签劳动合同通知书，
频频让劳动者权益受到侵害。
(1月6日 《工人日报》)

一些用人单位不想与劳动
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自然是为了自身利益考虑。 比
如根据 《劳动合同法》， 签订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不存在
劳动合同期满而终止这一法定
形式。 也就是说， 解除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需支付经济补偿
金， 而解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需支付补偿两倍的赔偿金。
而员工工作年头越多， 企业在
解除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时要赔
偿的钱也就越多。

不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企业就能更好 “拿捏” 劳
动者， 甚至企业正是为了能够
继续侵犯劳动者权益才选择不
与后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 企业这是一直要拿劳 动
者当 “临时工 ” ， 而不想与
劳 动 者 签 订 “长 期 合 同 ” ，
这 明显是对劳动者合法权益
的粗暴侵犯。

用人单位的这种做法违犯
了相关法规。 《劳动合同法》
规定， 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
续工作满十年， 或连续订立二
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可以订
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用人
单位为了自身利益 ， 花招频
出， 采取让老员工重新入职、
为派遣工频换派遣公司等方
式， 这就侵犯了劳动者权益，
踩踏了法律红线。

对于 “花式” 侵犯劳动者
权益的用人单位， 需要加强惩
治力度 ， 需要监管部门能够
加 强 监 管 ， 帮 助 劳 动 者 维
权 ， 也需要劳动者增强维权
意识， 对“花式” 侵权的用人
单位说不。

□戴先任

这两天， “45度让路法” 突
然间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刷屏， 不
少人把它定义为 “2020年开车必
备技能”。 在一段动画模拟视频
中， 一条三车道的路上出现排队
拥堵的状况， 而后方则有一辆拉
响警报的救护车需要紧急运送病
人上前。 为了让救护车尽快通过
拥堵路段， 所有车辆都分别向自
己左右前方45度角侧身转向， 为
急救车让出了一条狭窄的 “生命
通道”。 交警部门释疑， “45度
让路法” 让行时压到实线， 不会
扣分。 （1月6日 《钱江晚报》）

司机懂得如何礼让， 是确保
救护车能够畅行的技术基础， 很

多时候， 只要有一名司机不懂礼
让， 救护车也会被其堵在身后无
法前行。 并且， 礼让的方式越统
一越好， 假如方式不统一， 一部
分车辆向左靠， 另一部分车辆又
向右靠， 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由此看来， 类似的知识传授
不仅很有必要， 而且应该定期进
行， 甚至不妨将其列入驾校的教
学内容和驾驶证的考试内容， 这
有利于形成步调一致的让行规
则。 但也要看到， 懂得如何让行
是一回事， 是否愿意让行则是另
一回事。 在现实当中， 具备让行
的条件与能力， 却对救护车视而
不见 、 充耳不闻的现象并不少

见。 这部分司机缺的不是让行技
巧， 需通过处罚来提升其依法让
行的自觉性。

“懂让” 和 “愿让”， 两者
缺一不可。 但过去在提高让行的
自觉性方面强调得多， 但在普及

让行技巧方面做得还有所欠缺，
类似的知识普及， 有利于补齐这
块短板， 若能通过知识传授与严
格执法， 使 “懂让” 和 “愿让” 形
成结合， 保持生命通道通畅就会具
备更加坚实的基础。 □罗志华

影视作品
容不得法律硬伤

“45度让路法”让救护车畅行更有保障 企业不签“长期”合同
踩踏了法律红线

对“春节社交恐惧症”
需要正确应对

张淳艺 ： 电视剧 《精英律
师》 热播， 作为一部讲述法律从
业者的剧集， 片中不乏案例和法
条的呈现。 有不少网友指出， 剧
中出现了法律、 法条名称错误等
硬伤。 “艺术源于生活， 又高于
生活”， 这句话后面还要加上一句，
“不能违背生活”。 在文艺创作的领
域内， 可以天马行空， 脑洞大开。
但涉及现实法律， 就不能信马由
缰， 自由发挥。

宪认： 作为中国人最重要的
节日， 春节被赋予太多吉祥的意
义，时光飞逝，许多曾经“盼过年”
的孩童已长大成人， 成了 “怕过
年” 群体中的一员。 许多在城市
职场打拼的年轻人， 每逢过年回
家，都要默默承受财产的流失、攀
比的伤害、逼婚的压力、“逆耳”忠
言的扎心……患上了 “春节社交
恐惧症”。游子们不要把春节回家
看成“包袱”，也不要把“春节社交
恐惧症”看得那么可怕，要换一种
积极的心态去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