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十一”不能忽视兼职人员权益保障

“双十一”， 一场全民购物
狂欢正在进行中。 兼职用工市场
上出现供需两旺的景象。 由于兼

职的临时性等特点 ， 现实招聘
中， 劳动关系双方一般不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 加上兼职招聘市场
中商家良莠不齐， 相关的法律规
范也存在不足， 一些企业或个人
想要规避用工责任， 甚至是利用
网络虚假兼职骗局牟利。 （11月
１２日 《工人日报》）

一方面是某些企业为应对暴
增业务量 ， 急需招聘工人 ； 一
方面是部分劳动者愿意接受兼
职职位。 按理说， 这样的情形应
该是好事， 不仅给一些人提供了
兼职创收的机会， 而且纾解了企
业用工难题， 更重要的是可以确
保 “双十一” 能够正常运转， 不
至于因为用工短缺而导致运行
不 畅 。 但是 ， 不容忽视的是 ，
应完善这些兼职从业人员的权益

保障。
用工单位须增强依法用工意

识。 须知， 企业既要赚钱， 又想
规避用工责任， 结果或许是承担
更严重的用工责任。 于此， 在此
期间招聘兼职人员， 一方面应尊
重劳动者权益， 按照劳动法相关
规定行事； 另一方面也应坚持人
性化用工， 即便是临时用工， 也
须避免 “一锤子买卖” 的心态，
要知道， 对待从业人员的态度也
关乎着企业的形象。

同时， 规范临时用工市场也
当重视起来。 不容忽视的是， 在
此期间， 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兼职
人员相对缺乏法律知识， 维权意
识淡薄 ， 一旦用工单位 “玩猫
腻” 最终往往以兼职人员自认倒
霉收场。 于此， 相关部门应注重

“双十一” 期间尤其是 “双十一”
后一段时间兼职用工市场状况，
并强化监管力度， 完善兼职市场
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

一些网络兼职骗局的出现也
应加以警惕。 以 “双十一” 为借
口， “正规平台， 诚邀刷单， 足
不出户， 日进斗金” 等网络虚假
兼职骗局难免会又卷土重来。 对
此， 政府相关部门， 一方面有必
要做好警示， 以引起从业者的注
意； 另一方面应持续强化对劳动
用工市场的监管， 对用工单位侵害
劳动者权益的行为要及时出手， 对
兼职骗局更要早揭露、 严打击。

此外， 从业者也应增强法律
维权意识。 须注意的是， 《劳动
合同法》 中规定 “非全日制用工
双方当事人可以订立口头协议”，

很多招聘者便以此为由， 拒绝签
订书面合同， 以此来规避用工责
任。 事实上， 兼职从业者可以根
据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中
对雇佣关系的相关规定申请赔
偿， 切忌自身权益被侵害后忍气
吞声。

总之， “双十一” 不能忽视
从业人员权益保障。 尤其用工单
位当履行好主体责任， 更何况从
情理角度讲， 兼职多因生活状况
所迫本就不容易， 不应该在他们
身上 “揩油”。 当然须注意的是，
据律师表示， 在互联网时代， 大
学生被欺骗、 欺诈较为多见， 现
实中维权途径单一、 诉讼程序繁
琐， 相关法律法规应该填补这一
空白， 而这也亟待重视起来。

■长话短说

一方面是某些企业为应
对暴增业务量 ， 急需招聘工
人 ； 一方面是部分劳动者愿
意接受兼职职位 。 按理说 ，
这样的情形应该是好事 ， 不
仅给一些人提供了兼职创收
的机会 ， 而且纾解了企业用
工难题 ， 更重要的是可以确
保 “双十一” 能够正常运转，
不至于因为用工短缺而导致
运行不畅 。 但是 ， 不容忽视
的是 ， 应完善这些兼职从业
人员的权益保障。

■网评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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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让职工文化节越办越好

□杨玉龙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记者11日从湖南省人社厅获悉， 湖南省根治拖
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式印发 《湖南
省2020年根治欠薪百日攻坚冬季专项行动工作方
案》， 决定从2020年11月6日起， 至2021年春节前，
在全省组织开展2020年度根治欠薪百日攻坚冬季专
项行动， 确保农民工能安心回家过节。 （11月11日
新华社） □朱慧卿

周家和： 北京市公安局10日
通报， 警方破获一起利用企业内
网防控手段漏洞的 “薅羊毛” 案
件。 周某某开发制作非法 “薅羊
毛” 软件出售， 于某某在网上推
销非法软件及骗取的商家优惠券
牟利， 目前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
警方刑事拘留。 开发 “薅羊毛”
软件牟利被刑拘一案提醒人们，
法律这根高压线碰不得， 谁碰谁
触电。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个聪
明人， 但聪明一定要用对地方。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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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总工会
从今年6月底开始， 在全县范围
内开展以 “劳动最美丽” 为主题
的滦南县首届职工文化节， 先后
举办了职工书画摄影展、 “传承
唐山光荣传统职工诵读” 活动、
职工心理健康知识讲座、 千名职
工参观工业博物馆、 “法律进企
业” 巡回展等一系列活动。 （11
月11日 《工人日报》）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职工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不断攀
升， 可是， 在一些企业中却出现
了开展的文体活动 “掉了队” 的

现象： 有的企业只重视生产， 忽
视了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有的
缺少了基本的活动阵地 ， 职工
无 法 开 展 活 动 ； 有 的 缺 乏 文
体 方 面 的 人 才 ， 造 成 举 办 的
活 动 较 少 不 说 ， 且 活 动 的 层
次 较 低 ， 内容单调 ， 满足不了
职工的 “胃口”。

笔者以为， 由工会策划和组
织 ， 定期举办大型的职工文化
节， 好处真不少： 首先， 可以整
合职工文体的资源和力量， 解决
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文体活动缺
人才缺场所的问题， 多层次多形

式多内容地满足广大职工参与文
化、 享受文化的愿望； 其二， 可
以为职工搭建释放艺术才华和展
现精神面貌的平台， 能激发他们
的活力， 以饱满的精气神立足岗
位建功立业； 其三， 有利于优化
和推动企业文化建设， 让职工从
活动中得到了更多的获得感、 成
就感和幸福感， 进一步增强工会
组织的吸引力 、 凝聚力和战斗
力， 助推经济和社会更好更快地
发展。 期待各地的职工文化节能
够越办越好！

□费伟华

租售银行卡被惩戒
具有警示效应

“网络算命”不可信
花钱又泄“密”

周菊： 据媒体报道，广东开展
打击 “两卡” 专项行动以来，有
2421人因出售出租出借银行账
户、 个人银行卡等失信行为被惩
戒，他们将受到5年内只能使用现
金消费，不能使用移动支付功能、
不能注册支付宝账户和开通微信
支付等惩戒。 针对违法租售银行
卡的个人实施信用惩戒， 让其承
担应有的代价， 可以达到一定的
警示效应， 从而遏制违法租售银
行卡行为。

近日， 杭州市政府官方网站
发布了 《杭州市公共场所自动体
外除颤器管理办法》， 该 《办法》
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记者从
杭州市司法局获悉， 杭州是全国
首个以地方立法形式规范公共场
所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配
置 、 使用的城市 。 （11月12日
《北京青年报》）

英文缩写为AED的自动体外
除颤器， 是一种能够自动识别异
常心律并给予电击除颤的急救设
备， 抢救心跳骤停患者的成功率
远高于徒手心肺复苏， 因此也被
誉为 “救命神器”。 其最大特点
是使用者无须具备专业背景， 在
接受一定的培训后即可使用， 即

使在拥挤的地铁站， 也能在 “黄
金四分钟” 内与 “死神” 抢人，
挽救身边人宝贵的生命。

杭州率先以地方立法的形式
规范公共场所AED配置使用， 值
得点赞。 根据 《办法》 规定， 机
场 、 火车站等交通枢纽 ； 图书
馆、 博物馆、 影剧院等公共文化
设施， 及其他人员密集场所共六
大类公共场所均应配置AED， 配
置单位应安排人员接受相关培
训。 未按规定执行的， 由相关行
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 否则
“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
罚款”。 立法画出的 “硬杠杠”，
为公共场所配置使用AED提供了
强有力的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 《办法》 设
置了 “好人条款”， 力挺凡人善
举。 其明确规定， 救助人因使用
自动体外除颤器自愿实施紧急救
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 救助
人依法不承担民事责任。 如此一

来， 确认了对善意救助者的责任
豁免 ， 消除了救助者的后顾之
忧， 也有利于引导公众学习心肺
复苏等自救互救知识技能、 熟悉
和使用AED参与急救。

□付彪

公共场所标配AED需立法保障

开发“薅羊毛”软件牟利
“聪明”用错了地方

根治欠薪

微博、微信等平台的发展，
让八字、占星、紫微斗数、塔罗
牌等算命方式通过新形式呈现
给网友，甚至一些微商还以此
作为引流的手段。 但记者近日
采访发现，“网络算命”要价颇
高，还有价值不菲的所谓消灾
物品， 网友要当心被割韭菜。
（11月12日 《工人日报》）

早就有专家揭示过算命的
真相，乃是利用一套模糊的话
术，以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
无的心理，诱导人们对算命先
生产生信任，再根据对方的心
理需求，迎合其内心想法，给出
模棱两可的结论。 显然，算命
实则是一种心理窥测方式，算
命先生打着玄乎其神的旗号，
把个人资料用各种算命方式推
算，得出真假难辨的结论，藉此
兜售心理慰藉而赚钱。

“网络算命”收费不菲。 据
媒体调查显示， 某算命APP里
等级最高的“侯”先生90分钟收
费高达1万元。 还有的算命免
费，靠卖消灾物品赚钱，比如有
的大师能将辟邪的桃木剑、铜
剑卖到几万元。 还有一些公司
卖项链、手镯之类的小饰品，本
是寻常物件， 换个称呼就能贵
个几倍甚至十几倍，例如“幸福
菩提”“太极赢物语”等。 可见，
“网络算命”与线下算命并无本
质区别， 都是冲着收割客户的
钱财而来。

如果你相信这种 “网络算
命 ”， 那么就是将未来命运 ，
寄托在虚无缥缈的话术里， 注
定要缴纳 “智商税 ”。 而且 ，
某些APP、 小程序等推出的免
费算命游戏， 会利用程序预设
的问题， 有意收集用户个人资
料 ， 这也会导致个人信息泄
露， 衍生出电信诈骗、 隐私信
息倒卖等问题。

大众对“网络算命”要保持
警惕性，了解其背后的真相，不
要轻易上当受骗， 以免花了冤
枉钱，甚至造成个人信息泄露，
可就得不偿失了。 生活在科学
昌明的现代人， 还是不要相信
算命先生， 将命运把握在自己
手里，通过努力奋斗获得成长，
岂不是更有价值。 □王桂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