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劳动合同为劳动权益保障赋能

为服务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
综合示范区和中国 （北京） 自由
贸易试验区建设与发展， 打造市
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推动便民
利企， 日前，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公开发布 《关于推进

电子劳动合同相关工作的实施意
见》 （以下简称 《意见》）， 标志
着继1986年10月 《国营企业实行
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 之后， 延
续30多年的纸质劳动合同将逐步
进入电子化新时代， 在劳动合同
制度建设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
是重要的制度创新， 将在全国起
到示范引领作用 。 （ 11月 3日
《劳动午报》）

此前， 人社部就曾发文对电
子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做出官方
认可。 函中明确指出：“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可以采用电
子形式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北京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过调
研论证，适时拟定的《关于推进电
子劳动合同相关工作的实施意
见》，在全国率先发文推进实施电

子劳动合同，无疑具有示范意义。
可以说， 电子劳动合同无疑

是适应时代发展潮流之举。 不仅
有助于规范劳动用工行为， 维护
劳动者合法权益， 而且适应信息
化、 数字化、 区块链等现代科技
发展， 立足于打造市场化、 法治
化营商环境， 拓展服务市场主体
的创新应用， 同时更体现了对劳
动合同法律制度的创新。 从这些
层面来讲， 纸质劳动合同逐步进入
电子化新时代， 具有重要意义。

具体来看， 推行电子劳动合
同具有多重积极意义。 从企业角
度来看， 以京东的经验为例， 电
子劳动合同的实行减少了企业招
聘工作环节和用工成本， 实现了
线上数据同步， 有效降低了劳资
关系隐患 。 而从劳动者角度来

讲， 电子劳动合同本质上也是书
面劳动合同， 也就意味着， 这不
仅便于劳动者维权， 而且电子劳动
合同更便于保存且使用更加便利 。

而且， 电子劳动合同最为直
接地能够为劳动权益保障赋能。
当然， 在具体实施中也须扎实推
进。 比如， 《意见》 明确， 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应当使
用符合 《电子签名法》 规定的可
视为书面形式的数据电文和可靠
的电子签名， 其生成、 传输、 储
存等应符合 《电子签名法》 等法
律法规要求。 这些均须在具体实
施中把握好尺度。

值得称道的是， 北京市相关
配套保障措施也很给力。 比如，
将推进电子劳动合同在劳动争议
仲裁、 社会保险稽核、 劳动保障

监察执法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
域内共享与应用， 还对不同场景
应用提出了具体要求或明确了认
定标准 。 积极发挥行业组织作
用， 通过组建诚信联盟等方式，
督促和引导第三方签署服务机构
切实履行诚信义务， 这必将有利
于电子劳动合同成效最优化。

当然， 从劳资双方来看， 面
对劳动合同电子化趋势， 也应该
增强法律意识， 一方面要懂得依
法签订合同， 须知无论是书面劳
动合同还是电子劳动合同， 均是
自身权益的 “护身符”； 另一方
面也应善于运用电子劳动合同，
当合法权益被侵害时， 应勇于依
法维权。 总之， 普及电子劳动合
同将是大势所趋， 而在运用上同
样须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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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劳动者成“网红”，“红”在热爱生活

□杨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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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从天津市人社局获悉， 天津调整一至
四级工伤职工伤残津贴和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
等长期待遇标准。 （11月3日 新华社） □朱慧卿

沈峰：近日，大兴区观音寺街
道政务服务中心为提高网办业务
的社会知晓率， 积极落实 “互联
网+政务服务” 和疫情防控要求，
加快推进“全流程网办”工作，将
可网上办理的35个高频民生事项
梳理成册， 为广大居民送上了一
份“一网通办”全攻略。民生事项
“一网通办”， 真正实现让群众少
跑腿、 让数据多跑路， 为群众和
企业提供更高效更便捷服务，彰
显了政府部门的责任和担当。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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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网名叫“守山大叔”
的于新伟突然发现自己在抖音上
火了。短短一天时间，他发布的诗
歌朗诵《再别康桥》，冲上平台的
热搜第一， 有超600万人观看，获
赞34万多。最普通的劳动者，以极
富“反差萌”的方式走红网络，他
不是第一个。 工厂女工、 环卫工
人、火车司机等等，这些普通劳动
者网上爆红的故事， 如今不在少
数。（11月4日 《工人日报》）

在网传的视频中 ，“守山大
叔”站在黄土裸露的山坡前，身着
“迷彩服”，戴着耳机，手握话筒，
以极富磁性的嗓音， 配合幽默风

趣的表情，深情地朗诵：“轻轻的，
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
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他
一开口，就给人以发音标准、节奏
有序的感觉，有网友甚至认为，不
比专业播音员逊色多少， 更传递
出其对文学艺术的热爱与追求。

像“守山大叔”一样成为“网
红” 的普通劳动者， 的确不在少
数。比如，温州有对“曳步舞夫妻”
带着儿女跳舞的短视频走红网
络，在他们拍摄的一段段作品中，
屋前和田埂就是舞台， 没有灯光
和华丽的服装， 只有自编自导的
曳步舞和洋溢在脸上的笑容。

这些普通劳动者成为 “网
红”，都有一个共同特质：因为热
爱生活， 所以葆有一份单纯的快
乐，并努力让自己活得精彩。期待
更多普通劳动者从田间地头、从
厂房车间，以“网红”身份走进公
众视线， 走向时代舞台中央。当
然，成为“网红”不是这些普通劳
动者的初衷，热爱生活、活得精彩
才是。对每个人来说，不一定能成
为“网红”，但我们只要能汲取热
爱生活的力量， 拥有一颗乐观向
上的心，用心生活，用力工作，用
热情拥抱多彩生活， 就没有辜负
自己，没有辜负时代。 □何勇海

坚决让电子烟
远离未成年人

垃圾分类“积分换实物”
激励文明习惯养成

周菊： 近日，国家烟草专卖局、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关
于进一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电子
烟侵害的通告》指出，自《通告》印
发之日起，敦促电子烟生产、销售
企业或个人及时关闭电子烟互联
网销售网站或客户端； 敦促电商
平台及时关闭电子烟店铺， 并将
电子烟产品及时下架。 电子烟对
青少年的身体健康危害极大 ，这
个结论已获得监管部门和专家的
共识，需要对其进行严厉监管，禁
止商家向未成年人销售。

几年前， 看到子女整天抱着
手机， 一些上了年纪的父母会很
不解， 有的甚至会加以斥责。 如
今， 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用上了
智能手机， 并沉迷于短视频不能
自拔。 信息时代， 如何帮助中老
年人正确 “触网”， 理智地面对
短视频等新兴传播方式， 已成为
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重要课题 。
（11月4日 《光明日报》）

围绕中老年人 “触网” 的问
题， 我们正面临着两种看似互相
矛盾的情况： 一方面是很多不懂
得使用智能手机、 不懂得应用互
联网的中老年人正面临无法逾越
的 “数字鸿沟”， 由此给他们的

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和困扰；
而另一方面， 一些紧跟社会潮流
的中老年人， 玩起智能手机来比
年轻人还要熟练， 发微信、 刷短
视频， 样样得心应手。

但凡事必有度， 一些老年人
过于沉迷智能手机和网络， 失去
了应有的度， 结果就把好事变成
了坏事。 我们欢迎中老年人积极
拥抱互联网， 也应该主动采取措
施帮助他们填平 “数字鸿沟 ”，
但是对于那些过度沉迷互联网无
法自拔的中老年人， 则要帮助他
们避免过度沉迷于网络世界。

如何实现这一点？ 一方面，
需要老人的子女加强对老人的引

导、 陪伴， 帮助他们认识到互联
网的 “另一面”， 不要轻易相信
各种养生谣言； 另一方面， 对于
过度沉迷于短视频的中老年人，
按照一些网友的建议， 互联网平

台可以推出 “中老年模式”， 在
使用时长、 视频内容等方面对其
进行一定的保护与提醒， 从而达
到“防沉迷”的目的。

□苑广阔

莫让短视频“榨干”中老年人
11月3日下午， 北京市城

市管理委员会组织召开 《北京
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实施半
年新闻发布会。 记者从会上获
悉， 自5月1日条例实施以来，
北京市家庭厨余垃圾分出量半
年增长了11.7倍， 分类效果提
升明显。 北京将研究制定居民
参与垃圾分类积分换实物奖励
办法， 并对不分类、 乱投放，
经多次劝阻不改正的市民， 研
究制定社区曝光、 上黑名单等
措施。 （11月4日 《新京报》）

众所周知， 市民参与度不
高， 是推进垃圾分类的 “拦路
虎”。 垃圾乱投乱放现象， 已
成为一大顽疾。 垃圾乱投乱放
陋习不除，从小处讲，加重了环
卫工的劳动强度， 也是对他们
劳动成果的不尊重；从大处讲，
给垃圾分类处理制造了麻烦，
不仅损害了公共卫生环境，而
且败坏了城市文明形象。

对于垃圾乱投乱放等不文
明行为， 堵不如疏。 此前据媒
体报道， 江苏一所高校将垃圾
分类纳入学分考核， 显然是在
为社会培养垃圾分类示范者。
北京持续开展 “垃圾分类桶前
值守行动”志愿服务，已发布项
目9600余个， 招募志愿者26万
余人， 服务时长386万余小时；
特别是， 研究制定居民参与垃
圾分类积分换实物等奖励办
法， 厨余垃圾、 可回收物统一
纳入互联网积分反馈平台， 积
攒到一定分数可兑换实物。

可见， 垃圾分类积分换实
物， 可以激励市民文明习惯养
成。 首先， 垃圾分类考验着一
个城市的综合治理能力， 除了
要在前端倡议公众做好分类，
还要在后端有相应的配套系
统。 同时， 垃圾分类是城市建
设长跑的起点， 既对城市治理
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也在考
验着市民文明习惯的养成。 加
强生活垃圾分类等生态文明教
育必须久久为功， 在 “软件”
建设中， 最根本的在于理念的
变化， 而运用激励机制奖励垃
圾分类， 可引领市民文明习惯
的养成。

□张西流

民生事项“一网通办”
让群众少跑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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