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预约， 不出游” 成为游
客眼中今年 “五一” 旅游的新亮
点。在北京一些热门景区，游客忍
不住点赞景区 “预约制 ” 的实
效———“山和花海代替了人山人
海”“童年记忆中的北海公园回来
了”。 （5月5日 《北京青年报》）

“五一” 小长假， 景区持续
复业中， 而景区的服务供给和游
客的出游需求也还处在进一步的
磨合之中。 以限流为目的的景区
“预约制” 显然是一个主要的磨
合点， 对此， 游客反应不一， 有
人称看到了更多新的风景， 有人

则觉得还不习惯。 同时， 一些景
区在磨合中也出现了这样或那样
的问题， 比如， 有的景区前期宣
传不到位， 应对突增人流准备不
足， 临时限流， 甚至临时取消核
心项目 、 招牌项目 ， 让游客跑
空， 扫兴而归， 影响了游客的
游 玩 体 验 ， 有 的 景 区 只 注 重
总 体 限 流 ， 却 没 有 设 计 好 、
落实好分段限流或重要节点、 部
位的限流措施， 导致游客在局部
出现扎堆现象。

这些磨合问题都在情理之
中， 也在意料之中。 由于疫情防

控具有长期性， 因而， 具备疫情
防控功能的景区 “预约制” 具有
很强的必要性 ， 且景区 “预约
制” 经过不断磨合之后， 相关问
题会逐步得到解决， 运行状态会

越来越好。 无论是景区， 还是游
客 ， 都应该对 “预约制 ” 有信
心 、 有耐心 、 有期待 ， 应该让
“无预约不出游” 成为一种文明
旅游新风。 □李英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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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给“宅经济”打开了“新商机”之门

应对农民工队伍新变化亟需更多针对性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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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成法治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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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无预约不出游”成为文明旅游新风
■长话短说

“包工头受伤无人赔”
暴露不规范用工痼疾

在建筑领域， 包工头承包了
劳务工程 ， 带着一批工人一起
干， 施工中不慎受伤， 包工头能
否 要 求 工 程 承 建 单 位 和 业 务
发 包 方赔偿 ？ 近日 ， 法院在审
理的案件中判定： 包工头与双方
不存在劳动关系。 专家建议， 应
进一步规范建筑领域用工， 杜绝
包工头的用工形式 。 (5月 6日
《工人日报》)

在建筑领域 ， “包工头制
度” 很为常见， 虽然早在10多年
前， 原建设部就出台文件提出3
年内逐步取消建筑劳务领域的包
工头， 农民工将基本由具有法人
资格的劳务企业或其他用工企业
直接吸纳。 而2019年由住建部和
人社部下发并实施的 《建筑工人
实名制管理办法 (试行)》 明确，
建筑企业不得聘用未登记的建筑
工人。 这就杜绝了包工头用工形
式。 但现实中， 包工头用工形式
在一些施工中还普遍存在， 是一
种不规范用工痼疾。

所以， 包工头用工形式， 对
包工头、 工人来说， 都并不是好
事， 都可能损害到他们的权益。
而有些时候， 工人还算是包工头
的工人， 包工头要为工人负责，
但包工头因为没有与工程承建单
位和业务发包方签订相应劳动合
同， 包工头权益受损时， 却无人
赔偿， 这让包工头成了那个更容
易 “受伤” 的人。

要杜绝包工头用工形式， 这
样才有利于保护好劳动者权益。
对此， 需要监管部门能够加强对
劳务企业的监管， 促进劳务企业
规范化、法制化，对于仍然实行包
工头用工形式的企业， 要予以相
应惩戒；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相
关法律法规， 从根本上铲除滋生
包工头用工形式的土壤。

“包工头受伤无人赔偿 ”，
进一步暴露了包工头用工形式的
严重弊端。 从施工单位、 包工头
到农民工 ， 要以规范用工为纽
带， 建立一种合法的劳动关系，
不管是包工头还是农民工， 才不
会成为弱者 ， 才不会成为容易
“受伤” 的人。

□戴先任

一季度， 全国网络零售市场
运行基本平稳，“宅经济” 成为市
场热点。商务部大数据监测显示，
一季度电商直播超过400万场。家
居用品、厨具、健身器材等受到消
费者青睐，同比增长超过40％；笔
记本电脑、打印机、键盘等居家办
公用品销量也呈现10％以上的增
长。网络零售中，涉农商品销售旺
盛。一季度，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
额达936.8亿元，增长31％。 （5月6
日 《经济日报》）

在全国上下全力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的背景下， 各行各业也在

通过数字化以及智能化转型来应
对挑战，以线上办公、线上教育为
代表的线上业务成为率先找到突
破口的“潜力股”。 疫情改变了多
数中国居民的办公方式和学习方
式，在线教育、在线办公迎来了高
速发展。 除传统教育、 办公领域
外， 产品特别是农产品供应链和
物流也遭遇新挑战。 不少人通过
微信小程序购买生活必需品，一
季度， 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
936.8亿元，增长31％。 其中，肉禽
蛋、 粮油和蔬菜的增速均在70％
以上。 从品类看，药品、粮油食品

等销售额增长超过20％。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 新的经

济业态和新动能不断涌现， 加速
了企业的转型过程， 中国经济仍
然有足够的韧性。 国家近日出台
的一系列政策，从加大信贷力度、
减费降税等方面对企业进行扶
持。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给整个商
业社会带来一定的冲击， 但却给
“宅经济”打开了“新商机”之门。
所有的“变”只因人在变；所有大
型事件， 都会加速人的行为方式
的改变。 关键的是看商家如何去
应对。 □胡建兵

李雪： 《北京市物业管理条
例》 自5月1日起正式实施。 5月1
日， 北京消防朝阳、 石景山、 大
兴、 怀柔和通州等支队执法人员
对辖区进行了执法检查， 并依据
《条例》 对 “飞线充电” 且拒不
改正、 私家车长期占用消防车通
道等行为进行了处罚。 遏制消防
违法关键是对违法行为常态化打
击。 毕竟， 严格执法 “一阵风”，
往往起不到 “治病灶” 的作用。

户外旅游莫将
“探险”变“冒险”

吴学安： “五一” 假期的第
一天， 1名驴友在广州增城区派
潭镇白水寨野外徒步时， 不慎坠
落山涧的悬崖， 同行的另一人马
上赶去施救 ， 但因周围山崖陡
峭、 地势复杂， 结果两人双双被
困，情况十分危急。所幸增城警方
接到报警求助电话后， 迅速组织
多部门开展联合救援， 经搜救人
员十多小时不懈努力， 两名受困
驴友最终成功获救。 选择 “探险
游”的驴友，要本着对社会、对自
己、对家庭负责的意识，出游探险
要多一些理性，少一些任性。

虚报
复工复产， 靠实干而非演技。 拆掉 “表演” 的

舞台， 铲除 “表演” 的土壤， 让各级干部沉下心
来， 办实事、 解难事、 做好事， 真正成为各地复工
复产的推动力。 据最新一期 《半月谈》 报道， 在复
工复产过程中， 一些城市上演 “签约秀”， 几乎下
辖每个区县都要办 “签约” 仪式， 有的项目明明已
经签约、 开工了， 却要再 “演” 一次； 一些地方虚
报复工复产率， 看到别的地方报90%多， 自己就报
99%…… （５月６日 《工人日报》） □毕传国

在已加入工会的农 民 工
中 ， 参 加 过 工 会 活 动 的占
84.2%， 比上年提高1.9个百
分点 。 坦率说 ， 就工会组织
建设而言 ， 这些数据除参加
活动一项 ， 其余并不理想 。
工会要真正成为农民工可信
赖的 “娘家人”， 要做的工作
还很多。

国家统计局 4月 30日发布
《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2019 年 全 国 农 民 工 总 量 达 到
29077万人 ， 比上年增加 241万
人。 其中 ， 本地农民工11652万
人， 比上年增加82万人； 外出农
民工17425万人， 比上年增加159
万人。

2020年，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

的影响， 农民工的流动、 流向会
有一个非常态的变化， 譬如是否
外出打工？ 外出流向哪里？ 能否
顺利找到工作？ 等等， 都是未知
数， 需要及时掌握信息， 做出正
确研判。 因此， 有些数据只能作
为参考。

但是 ， 报告显示的其他信
息， 仍有指标性意义， 反映了某
种变化 、 动向 ， 应给予足够关
注， 以利有针对性地做好农民工
工作。

报告显示， 农民工平均年龄
为40.8岁， 比上年提高0.6岁。 其
中， 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
为50.6%， 比上年下降1.5个百分
点； 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
24.6% ， 比上年提高 2.2个百分
点， 且近五年来占比逐年提高。
这个信息告诉我们， 前几年农民
工年轻化的趋势发生了逆向变

化， 且逐年提高。 如何针对农民
工的年龄特点做好相关工作， 对
于稳定和发展这支队伍有着重要
意义。

报告显示 ， 在全部农民工
中， 高中文化程度占16.6%， 大
专及以上占11.1%。 大专及以上
文化程度农民工所占比重比上年
提高0.2个百分点 。 可见 ， 改变
农民工文化程度结构需要一个比
较漫长的进程， 要造就适应新时
代发展要求的高素质职工队伍，
还须加倍努力。

在进城农民工随迁儿童教育
方面， 报告显示 ， 50.9%的农民
工反映随迁子女在城市上学 面
临 一 些 问 题 。 对 于 义 务 教 育
阶 段 随 迁 儿 童 ， 回 答 本 地 升
学 难 、 费用高的农民工所占比
重分别为34.2%和28.9%， 分别比
上年提高7.5和1.7个百分点； 回

答随迁子女无法在本地参加高考
的农民工所占比重增加明显， 比
上年提高4.3个百分点至14.3%。
东部地区农民工反映随迁子女存
在升学难、 费用高、 无法在本地
参加高考问题， 所占比重分别为
44.9%、 30.1%和21.3% ， 分别比
上年提高14.1、 3.6和7.8个百分
点， 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城市规
模 越 大 ， 升 学 、 费 用 和 高 考
问题越突出 ， 在 500万以上人
口 的 大 城 市 这 些 问 题 更 加 显
著 。 这 个 问 题 与 农 民 工 能 否
更快更好融入城市社会生活密
切关联， 需要引起重视。

报告显示 ， 进城农民工中
80.6%表示对本地生活非常适应
和比较适应， 仅有1.1%表示不太
适应和非常不适应， 进城农民工
在不同规模城市生活的归属感和
认同感较上年均有提高。 但城市

规模越大， 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
归属感越弱， 对城市生活的适应
难度越大。 这其中应该包括孩子
就学难。 换言之， 为了促进农民
工融入城市， 解决其子女受教育
问题是前提条件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 报告显示，
在进城农民工中 ， 27.6%参加过
所在社区组织的活动， 比上年提
高1.1个百分点 ， 其中 ， 3.9%经
常参加 ， 23.7%偶尔参加 。 加入
工会组织的进城农民工， 占已就
业进城农民工的比重为 13.4% ，
比上年提高3.6个百分点 。 在已
加入工会的农民工中， 参加过工
会活动的占84.2%， 比上年提高
1.9个百分点 。 坦率说 ， 就工会
组织建设而言， 这些数据除参加
活动一项， 其余并不理想。 工会
要真正成为农民工可信赖的 “娘
家人”， 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