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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 《天津市长期护
理保险制度试点实施方案》， 根据该方案， 天津将初
步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减轻重度失能人员及其家
属长期护理事务性和经济负担。 （12月20日 新华社）

□朱慧卿

李雪： 市场监管总局等14部
门今年曾联合发布通知， 于10月
至12月开展2020网络市场监管专
项行动———网剑行动， 重点任务
之一是加强二手物品网络交易平
台监管。 但禁令之下， 这类违法
违规交易依旧活跃。 二手平台不
能沦为不法个人信息交易的平
台， 强化平台监管是首要的。 同
时， 监管部门要督促二手平台加
强事前、 事中监管， 严格把关。

稳定社工队伍是工会改革与发展的需要

《工人日报》 报道， 针对工
会社工因队伍建设和发展模式较
为单一、 工资待遇偏低、 职业发
展通道不畅等导致人才流失严重
的问题， 四川省总工会近日联合
四川省委组织部、 民政厅、 人社

厅等部门发布 《关于加强社会化
工会工作者职业发展机制建设的
通知》， 打出推动融入专业人才
队伍建设体系、 健全择优招录招
聘机制、 强化履职管理与技能培
训等政策组合拳， 破除社会化工
会工作者职业发展的 “天花板”。
显然， 这是一项旨在稳定工会社
工队伍的举措， 很有现实针对性
和可行性。

近年来， 为适应工会改革的
需要， 各地工会积极建设面向基
层、 充实基层、 服务基层的工会
社工队伍， 形成了数以万计的规
模， 成为工会开展工作不可或缺
的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 这支队
伍的稳定问题也随之而来。 四川
省总工会2019年的调研显示， 全
省超过2000名工会社工中 ， 有
44.8%定岗在乡镇及所辖社区工

会， 实得月平均工资在4000元以
上的仅占总人数的3.1%， 在岗超
过10年的社工仅有4％。 工资待
遇偏低、 职业发展通道不畅成为
工会社工 “留不下来” 的重要原
因。 四川面临的问题在其他地方
同样存在， 程度不同而已。

工会社工待遇偏低、 发展受
阻， 原因何在？ 毋庸讳言， 无非
是 “身份” 问题———由于 “不在
编”， 不同于 “正式干部”， 所以
“另册 ” 安排 ， 导致人才流失 。
因此， 要稳定工会社工队伍， 首
先要解决 “一视同仁” 问题。 这
里所说的 “一视同仁” 不是指必
须与 “编制内” 工会干部完全等
同 （那不现实）， 而是指在使用、
培养、 奖掖、 拔擢上一视同仁，
在薪酬待遇上通过政策调整尽可
能实现公平。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工会工
作发生着深刻的变革。 与此相适
应， 对工会工作者自身素质的要
求也大大提高了。 优秀工会工作
者已经从过去单一的热心为职工
服务、 埋头苦干型， 拓展到高层
参与、 依法维权、 竭诚服务以及
专家型、 职业化等多种类型。 工
会社工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分布
在从城市到乡镇 、 从机关到基
层， 几乎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角
落； 他们参与社区管理， 关注劳
动就业、 社会保障、 职工权益、
冷暖安危， 几乎无所不问无所不
管； 他们整日奔波， 操心受累，
上达政府、 下恤职工， 活跃于生
产一线， 行走在业余场所， 几乎
无处不在无时不忙……没有这支
队伍， 很难想象今天的工会工作
如何开展。 尊重他们的劳动， 承

认他们的贡献， 是各级工会义不
容辞的责任， 稳定这支队伍更是
工会工作之必需。 如果我们能够
这样认识工会社工， 那么， 改善
他们的待遇， 破除他们职业发展
的 “天花板”， 就成为顺理成章
的事情了。

四川为加强工会社工职业发
展机制建设打出 “政策组合拳”，
列举了若干途径， 如纳入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评价激励和培养体
系； 高效使用空缺编制、 健全择
优招录招聘机制； 健全履职考核
结果与职级晋升、 薪酬待遇； 择
优推荐、 选派作为基层工会专职
副主席、 主席候选人； 建立上挂
锻炼、 轮岗交流等制度等等， 都
是切实可行的， 各地还可以从实
际出发另辟蹊径， 探索工会社工
职业发展的新模式、 新机制。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工
会工作发生着深刻的变革 。
与此相适应， 对工会工作者
自身素质的要求也大大提高
了。 优秀工会工作者已经从
过去单一的热心为职工服
务、 埋头苦干型， 拓展到高
层参与、 依法维权、 竭诚服
务以及专家型、 职业化等多
种类型。 工会社工就是其中
之一。

□张刃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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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短信轰炸”
还得多出监管重拳

职工体检
不能走过场

李英锋 ： “双十一” “双十
二” 购物节……伴随着五花八门的
购物节一同到来的， 还有若干年
前为大众所熟悉的 “短信轰炸”。
只不过，这次卷土重来的“短信轰
炸”则是披上了“网购营销”的外
衣。 防范遏制短信轰炸需要多方
努力，比如，电信运营商要加强对
骚扰信息的甄别、拦截，完善短信
骚扰防护功能， 消费者增强举报
维权意识。 但要全面有力地遏制
“短信轰炸”，还得多出监管重拳。

2020年即将过去 。 依照惯
例，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公示了
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 这种
新型 “轻遗产” 形成了独特的风
格， 应用链条和路径也更加清晰
明确， 也逐步被社会认知、 喜爱
和应用…… （12月21日 《人民
日报海外版》）

工业遗产大多曾是繁荣一时
的工业场所， 但随着经济发展与
社会变迁， 逐渐没落乃至衰败。
但在一段时间里， 社会各界对工
业遗产的保护普遍缺乏重视， 世
界各地的工业遗产一度都面临着
毁坏遗弃以及掠夺性开发等问
题， 不少变成了广场楼盘或者彻
底荒废， 这些工业遗产所记录的

工业发展史、 城市发展史无人问
津 ， 最终消散于历史的尘埃之
中， 这无疑是巨大的损失。

工业遗产是阅读城市的重要
物质依托， 也是当代城市发展和
工业文明的 “参照物”。 虽然与
其他类型的文化遗产相比， 工业
革命至今不过200多年的历史 ，
但对于城市更新、 社会发展、 生
产生活等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
响， 我们不能让工业遗产所蕴含
的历史气息白白消散， 而是要尊
重和珍惜城市的历史传统、 地域
风貌， 保护好现存的工业遗产，
并在保护的前提下做好活化利
用， 让工业遗产能够成为一座城
市的亮点甚至是名片。

工业遗产的内容相对复杂 ，
虽然与工业相关的老建筑、 老厂
区、老物件很多，但并不是所有的
都能冠以工业遗产的名号。 首先
要对工业遗产的概念与入选标准
进行严格区分， 工业遗产注重于

真实与完整， 不是简单保护一两
栋历史建筑， 而是要保存和阐释
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空间， 注重
于保护方式的灵活性， 让工业文
化能够融入群众生活， 实现在发
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胡蔚

保护工业遗产 守住文化记忆

二手平台不能沦为
个人信息交易平台

长期护理保险

2020人民职场健康管理论
坛日前发布的 《2020职场健康
管理研究报告》 显示， 职工对
健康管理普遍重视， 尤其关注
就职公司健康产品购买情况。
随着年底体检高峰期的到来，
记者采访发现， 用人单位配置
职工体检已经成为普遍趋势，
但在体检机构资质、 检查标准
和企业执行规定上有较大差
异———职工体检， 福利还是符
号？（12月21日 《工人日报》）

让职工享受体检福利， 是
对劳资双方都有利的好事。 正
如专家表示， 职工体检能够体
现企业对员工的人性关怀， 提
高员工的生产效率， 对企业和
员工是双赢。 目前， 越来越多
的用人单位愿意为职工提供体
检福利， 有的已将其作为用人
单位的标配， 这无疑是值得肯
定的。 但是， 职工体检作为一
项职工福利， 并无法律强制性
规定。 依据现行的法律， 除了
一些特殊工种和群体须定期安
排体检， 对其他职工体检并没
有强制性规定， 而是通过劳动
合同、 集体合同或用人单位的
规章制度来确定。 因此， 用人
单位对职工体检的安排具有较
大的自主性。 比如， 在体检对
象与时间安排上， 有的将体检
与经营状况、职位、工龄挂钩，
有的一年安排一次， 有的两年
安排一次；在体检套餐选择上，
往往是机构团检里档位最低
的，只包含血常规、尿常规等基
础项目。如此，无疑让职工体检
沦为走过场的“符号”。

不能让职工体检沦为走过
场的 “符号”。 首先， 对于用
人单位来说， 一方面要真正把
职工体检作为企业福利的标
配， 坚持每年给职工安排一次
体检， 按照规定对特殊工种和
群体定期安排体检。 虽说此举
会加大企业成本， 但获得的效
益会更大。 另一方面要把好事
办好， 既不能简单把体检与经
营状况、 职位、 工龄挂钩， 同
时要尽量选择服务质量好的体
检机构， 让职工得到更好的服
务、 更全面的检查。 □付彪

近日，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表
决通过了 《天津市社会信用条
例》， 在全国首次公开禁止采集
人脸识别信息， 旨在规范技术应
用、 保护个人隐私等。 《条例》
规定， 市场信用信息提供单位采
集自然人信息的， 应当经本人同
意并约定用途， 法律、 行政法规
另有规定的除外。 据此， 企事业
单位、 行业协会、 商会等都将被
禁止采集人脸、 指纹、 声音等生
物识别信息 。 （12月21日 《人
民日报海外版》）

如今， 购物刷脸支付、 用手
机刷脸解锁、 进小区刷脸开门、

上班刷脸打卡…… “刷脸” 早已
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人脸
识别的大规模应用， 势必是以个
人信息安全为代价， 很多情况下
越便捷的技术， 越有可能给用户
带来麻烦甚至 “灾难”。 尤其是
这些数据在采集、 传输、 保存、
使用以及第三方调用过程中， 一
旦被过度分析、 滥用或窃取， 将
会对个人隐私权等权利构成侵
害， 给个人隐私造成不可逆的损
害， 终身置于不确定风险之中。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最
让人害怕的就是个人信息的 “裸
奔”， 既然如此， 就应该从源头

上堵住信息泄露的可能性。
此次 ，《天津市社会信用条

例》，市场信用信息提供单位不得
采集自然人的宗教信仰、血型、疾
病和病史、 生物识别信息以及法
律、 行政法规规定禁止采集的其
他个人信息。 在全国首次公开禁
止采集人脸识别信息，旨在规范
技术应用、 保护个人隐私等， 无疑
是对民意的一种尊重与回应。 不
言而喻， 人脸数据的采集和应用
理应遵循合法 、 正当 、 必要原
则， 在法律和行业规范下采集、
使用 、 存储数据 ， 不能随意滥
用， 更不能强制推行。 □吴学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