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义联社会工作事务所近
日发布的 《新业态从业人员劳动
权益保护———北京地区网约配送
员职业伤害调查报告》 提出， 根
据相关法律， 只有与特定用人单
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职工才能享受
工伤保险。 这导致新业态从业者
中的灵活就业者群体不能被纳入
现有的强制性工伤保险体系。 目

前， 各平台企业主要通过意外事
故商业保险来应对职业伤害的风
险问题， 这种商业保险的缴费主
体是劳动者， 同时也存在覆盖面
较窄、 理赔率偏低、 保障水平不
足的问题， 难以充分解决新业态
从业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问题。
（1月4日 《北京日报》）

与传统就业模式下的固定劳
动者相比， 新业态从业者的劳动
权益保障还客观存在法律不够完
善的短板， 尤其是法律层面对该
类人员工伤保险待遇的缺位， 更
是让其少了一份职业安全保障。
这既不利于用工单位减少职业伤
害事故的成本， 也不利于整个社
会的和谐与稳定， 亟待引起足够
重视。

新业态从业者的出现， 是顺
应劳动力市场发展的时代产物。
未雨绸缪地为这类人员撑起工伤

保险待遇的法律 “保护伞”， 是
一个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 。 然
而， 根据我国现行劳动法， 劳动
者与用人单位只有建立劳动关
系、 签订劳动合同后， 才能上工
伤保险。 由于新业态从业者一般
都是按照从业次数或者业务量来
领取劳动报酬， 平台企业对其多
不保障固定工资， 且平台企业只
是收集发布业务信息 ， 并不直
接经营实体业务， 显然不能直
接把这些新业态从业者与平台企
业的关系认定为传统意义上的劳
动关系， 由此导致后 者 在 遭 遇
意 外 伤 害 后 不 能 享 受 工 伤 保
险待遇。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面对不
断涌现的新业态从业者， 我国现
行的 《社会保险法》 《工伤保险
条例》 和 《劳动合同法》， 都没
有把新业态从业者纳入到社保的

参保范围。 新业态从业者遇到意
外伤害后， 若要享受工伤保险待
遇， 则明显 “于法无据”。 也正
因如此， 法院在处理涉及新业态
从业者的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时，
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地选择适用法
律效力较低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
法规 。 如此不仅导致适用法 律
和 统 一 执 法 的 难 度 较 大 ， 而
且 在 事 实 上 也 让 新 业 态 从 业
者 劳 动 权益的依法保护难以彰
显更好效果。

目前， 依法保障新业态从业
者享有工伤保险待遇已成共识，
不少地方已通过地方立法的形
式， 着手解决新业态从业者的工
伤保险待遇问题。 比如2011年山
东潍坊将灵活就业人员直接纳入
工伤保险基金； 2018年浙江省出
台指导意见， 将超龄劳动者和技
工学校学生纳入工伤保险范围；

去年12月 ， 江苏省亦发布新规
定， 允许超龄劳动者和实习生参
加工伤保险缴纳。

与此同时， 司法也在一些案
例中对新业态从业者的工伤保险
待遇诉求予以支持。 这些有益的
积极探索， 无疑为在国家层面建
立起针对新业态从业者工伤保险
制度， 奠定了坚实基础。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面对新
业态从业者越来越多、 亟需享受
工伤保险待遇等基本劳动权益的
现状， 相关部门应在总结实践经
验的基础上， 与时俱进地完善法
律， 让新业态从业者劳动权益的
保护走出传统法律 “不能为” 的
困境。 只有为新业态从业者撑起
权益的法律 “保护伞”， 才能有
效提升新业态从业者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确保全社会的
和谐、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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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保用品质量如何，一线职工代表最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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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就办” 原本体现了干部服务群众、 高效务
实的工作作风。 但记者日前在调研中发现， 少数基层
干部出现了走形式的 “马上就办” 现象： 面对上级检
查发现或者群众指出的问题， 以解释、 搪塞来达成
“马上就办”， 有时甚至不惜造假。 这种形式主义的
“耍嘴皮子” 危害不小， 反映了少数基层干部表态多
于行动的不良作风和基层干部问责泛化等问题， 实质
是一些干部在问责考核棒下只唯上， 不唯下。 （1月4
日 新华网） □毕传国

胡蔚： “扫码支付谨防信息
被盗” “警惕网络平台诱导过度
借贷” ……近来， 多地发布消费
提示 ， 提醒消费者过节 “买买
买” 时要擦亮双眼。 元旦过后，
就是春节了 ， 越是临近消费旺
季 ， 不法分子的活动就会越猖
狂， 消费陷阱就会更多更隐蔽。
要防止掉入各类消费陷阱、 保护
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除了依靠监
管部门的监管和网络平台的自律
外， 消费者需要 “擦亮眼睛”。

让良法为新业态从业者撑起权益“保护伞”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面

对新业态从业者越来越多 、
亟需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等基
本劳动权益的现状， 相关部
门应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
上，与时俱进地完善法律，让
新业态从业者劳动权益的保
护走出传统法律“不能为”的
困境。

□张智全

■劳动时评

本版热线电话：63581010│ E—mail:bjldwbpl@126.com│本版编辑 康雪冬│美术编辑赵军│校对 刘芳│２０21年 1月 6日·星期三

“限时如厕”奇葩规定
必须依法叫停

职工志愿者
扮靓城市文明底色

吴学安： 最近，有网友爆料，
广东省东莞市安普电器有限公司
有员工因上厕所被罚款。 网传的
处罚公告显示， 该公司规定每个
班只允许上一次洗手间， 而被处
罚人员上了两次， 还有被处罚者
后面备注着 “上洗手间不登记”。
东莞市人社局调查后发现情况属
实， 对涉事公司发出了劳动保障
监察期限改正指令书。 用人单位
的规章制度，必须以合法为前提，
对这种奇葩规定要依法叫停。

近两年来 ， 随着消费的变
化， 曾经被人称为 “伪需求” 的
共享充电宝， 如今似乎成了 “刚
需”。 近日， 公安部网安局微信
公众号推送了一篇题为 《警惕身
边的共享充电宝陷阱》 的文章。
该文称， 部分共享充电宝不仅可
能存在质量隐患， 还可能被不法
分子植入 “木马” 程序， 导致手
机里的通讯录、 文本信息甚至照
片 、 视频等隐私数据被泄露 。
（1月5日 《法治日报》）

大数据时代，保障网络安全、
数据安全， 相关企业理应负起主
体责任。 最基本来看， 须依法行

事。比如，共享充电宝相关企业要
确保产品合规、安全，始终严格遵
守相关法律法规， 杜绝非法收集
用户信息的情况发生。而这也是
行业操守所在。 同时， 也应该加
强技术防范与人员管理， 甚至建
立个人信息泄露救济预案机制，
以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

行业标准及行业监管也亟待
加把力。 据了解， 目前还存在监
管部门监管滞后、 国家法律法规
不够完善， 准入门槛、 准入机制
缺失等问题。 要有效解决这些问
题， 既有赖于相关职能部门重视
及时补齐法规、 标准等方面存在

的短板， 也有赖于强化行业监管
与行业自律， 以堵塞共享充电宝
可能存在的隐私泄露漏洞。

从消费端来看， 消费者在使

用共享充电宝前， 应仔细阅读用
户协议及隐私保护政策， 谨慎对
个人信息作出授权或使用相关产
品。 □李雪

谨防共享充电宝泄露隐私

警惕节日消费陷阱
消费者要“擦亮眼睛” 变了味的“马上就办”

“从我做起，做好志愿者队
伍的带头人，践行志愿精神，弘
扬传统美德”……近日，在位于
房山区的北京创馨园林绿化有
限公司志愿者队伍成立大会
上，30余名职工志愿者共同宣
誓。据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成
立职工志愿者队伍， 是公司创
新工会活动方式的重要载体。
职工志愿者全部来自一线，工
作起来更加接地气、聚人气。（1
月4日 《劳动午报》）

积善成德， 明德惟馨。 志
愿精神源于无私的爱、 传递真
诚的善， 志愿服务铸就人的精
神品质， 提高社会文明水平。
实践证明， 一座文明城市， 离
不开志愿者的真心付出， 正是
有了这种付出， 我们的生活才
变得如此美丽和温情。 毋庸置
疑，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
的重要标志。 志愿服务是完全
真诚自愿的付出行为， 是一种
高尚的精神境界。 志愿者在帮
助别人的时候， 就把爱的火种
播撒在了接受帮助的人的心
里，一旦遇到合适的条件，就会
生根发芽， 将爱和温暖传递下
去。 正如北京市职工志愿者队
伍， 他们扎根基层志愿服务工
作， 将智慧和热情奉献给身边
群众， 成为了良好社会风尚的
倡导者、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
传播者、 社会和谐稳定和科学
发展的促进者， 为构建和谐首
都、 美丽首都贡献着自己的力
量。 他们展示的责任感和价值
观， 表现了这个时代助人为乐
的高尚情怀， 反映了职工群众勇
于担当社会责任的思想境界。

当前，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
作的重要力量之一是志愿者，
主要活动方式是志愿服务。 将
志愿者精神融入城市文明的底
色， 让志愿者精神成为绽放无
穷魅力的城市之光， 这个城市
就有了温度， 生活在这个城市
中的人们就有了更多的幸福
感。 因此， 我们要继续大力弘
扬奉献、 友爱、 互助、 进步的
志愿精神， 大力发展志愿服务
事业！ □沈峰

“过去的劳保用品是单位发
啥我们用啥， 如今一线职工代表
参与采购， 亲手选出来的劳动用
品， 质量好又舒适， 劳动幸福感
增强！” 日前， 在中国铁路武汉
局集团有限公司劳保用品选型会
上， 武昌南机务段检修车间电气
组工班长潘波对记者说。 （1月5
日 《工人日报》）

劳保用品是劳动者在劳动过
程中为免遭或减轻意外伤害或职
业危害所需配备的防护装备。 可
由于部分企业采购的劳保用品质
量参差不齐， 给安全生产留下了

隐患。 比如， 曾有媒体曝光， 某
企业为了节约开支， 买了低价不
合格的安全帽， 这种安全帽往地
上一摔就开了花 。 职工抱怨 ：
“这样的安全帽如何保证职工的
生命安全？” 也有一些企业花了
高价， 却买回一些不符合劳保要
求， 中看不中用的产品， 好事没
办好。

劳保用品质量好不好， 穿戴
舒不舒适？ 一线职工代表最有发
言权。 另外， 还应强化对劳保用
品采购中的监督， 让劳保用品采
购阳光化， 有效避免企业花钱不

讨好的问题， 把钱用在刀刃上，
确保劳保用品质量可靠。 现在，
有些企业领导人常要求职工爱厂
如家， 这话本身没有错。 可职工
爱厂如家的前提是， 企业首先要
像个家。 企业采购劳保用品， 主
动听取职工意见， 让职工代表参
与采购 ， 就能让职工有家的温
暖， 有一种家人的感觉。 从一定
意义上来说， 把采购劳保用品这
种为职工办实事的工作做实做
细， 也是企业关爱职工程度的具
体表现。

□周家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