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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打造更多“移动的工人文化宫”服务职工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记者9日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获悉， 近日北京市
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执法行动， 打击本市生产、 销售未
经国家许可的非法电动三 、 四轮机动车违法行为 。
2020年12月以来， 查扣非法电动三、 四轮机动车160
辆。 （1月9日 新华社） □朱慧卿

沈峰： 为进一步促进公正善
意文明执行， 保障胜诉当事人合
法权益，1月5日，中国法院网和快
手APP联合发起的多省市法院联
合执行行动， 在快手APP打响开
年抓“老赖”第一枪。 本次执行行
动涉及民生、 金融等与人民群众
密切相关的案件， 共拘传及约谈
70人，直播吸引近300万名网友围
观。严惩“老赖”才能让诚信发光，
要完善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
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 让守信者
畅通无阻，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工会吸纳小微企业职工入会应“以我为主，主动出击”
事物的发展从无到有 ，

从少到多，从小到大是规律，
工会组建也不例外。 需要我
们认真考虑、探索实践的是，
用什么方法、通过哪些途径，
更有效地启发职工觉悟 、吸
引职工入会， 让更多的职工
吸纳到工会当中来。

□张刃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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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算法
变成“算计”

快递小哥评职称
是一个积极信号

吴学安： 中国消费者协会日
前在京召开网络消费领域算法规
制与消费者保护座谈会， 会议提
出有效规制算法应用中的问题，
切实解决消费者维权难， 更好保
护网络领域消费者权益。 面对算
法应用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乱象，
要靠社会各方形成合力， 综合施
策， 共同做好社会监督， 促进算
法应用的公平、 合理， 防止经营
者利用算法侵害消费者权益。

近日， 有网友发帖称， 网上
有人售卖一种 “非标 、 误差卷
尺 ”， 商家在售卖时明确表示 ，
该卷尺的刻度与正常尺子不同，
根据定做可以将80厘米的长度标
为1米， 甚至有卷尺在前3米都是
正常长度 ， 从第 4米开始 “缩
水 ”。 有装修从业者告诉记者 ，
有部分从业者利用此类卷尺牟
利 ， 建议业主在装修时自备卷
尺。 （1月8日 《北京青年报》）

卷尺是现实生活中常用的计
量工具， 如建屋量地、 造物制衣
等， 对其 “精准” 鲜有人提出质
疑。 但是， 如果有人在卷尺刻度
上做手脚 ， 显然就会坑人于无

形。 比如， 记者调查发现， 某网
络商城有数十个商家出售这类
“误差卷尺”， 卖家声称就是通过
调整尺子的刻度来达到改变测量
值的目的。

事实上， 购买者用 “误差卷
尺”作弊牟利，明显违反了法律规
定。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
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
权，涉嫌构成消费欺诈。依据《计
量法》，制造、销售、使用以欺骗消
费者为目的的计量器具的， 没收
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处以罚款；
情节严重的， 并对个人或者单位
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追究刑事责任。

清除“误差卷尺”，需要综合
施治。一方面，完善立法，目前司
法部正在推动《计量法》的修订工
作， 其中一个核心就是提升违法
成本，加大处罚力度。另一方面，
充分运用行政和执法手段， 加大
计量工具销售行为的日常抽查力

度，全链条精准打击生产者、销售
者和使用者， 同时推动相关不诚
信经营者纳入诚信监管。 网络平
台也应严把市场准入关， 加强日
常监督，并加大宣传提醒，让消费
者提高警惕， 让类似欺诈行为无
处藏身。 □付彪

清除“误差卷尺”需要综合施治

严惩“老赖”
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打击

近日， 媒体记者从宁波市
海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官网了解到， 宁波首轮快递助
理工程师和工程师职务任职资
格评审已过公示期， 宁波189
名快递小哥喜获职称， 成为专
业技术人才。 （1月10日 《宁
波日报》）

随着电商业的迅速发展，
快递小哥的数量越来越多， 成
为一类新兴行业的就业群体。
快递小哥也能评上职称是一件
新鲜事儿， 向社会传递了积极
的信号。

从快递行业自身角度来
看， 学习专业知识， 培养相关
技能， 建立职称评定体系， 确
实非常有必要 。 有不少人认
为， 快递行业没有技术含量，
是体力活 。 这显然是一种误
解。 成为一名合格的快递员，
仅仅有体力是远远不够的， 还
要不断地学习专业知识 。 比
如， 以前寄快递很多人都习惯
于手工填写。 而现在则需要快
递员指导用户下载应用程序，
进行无纸化快捷操作。 不仅可
以保护客户的隐私， 也方便客
户的跟踪查询。 快递员可以评
职称， 不仅有助于快递员自身
业务素质的提高， 而且有助于
在行业内部形成一种学习技能
和业务知识的良好氛围。

从社会角度来看， 快递小
哥能评上职称， 也是社会对这
一新兴行业的认可。 三百六十
行， 行行出状元。 随着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 ， 我们越 来 越 深
切 地 感 受 到 购 物 的 方 便 与
快捷。 只要动动手指， 心仪的
物品很快就能送到家门口。 显
然， 购物的方便快捷， 有无数
快递员默默的奉献和付出。 他
们的劳动， 应该得到我们社会
的尊重。

快递小哥评上职称不仅是
专业知识与技能水平的反映，
更重要的是要将其与福利待
遇、 晋升通道及社会地位紧密
相连， 并形成一套完备体系。
如此一来， 让快递行业进入良
性发展的轨道， 吸引更多优秀
的人才加入。 □陶象龙

“最近由于工作岗位的调动
感到很焦虑， 心理压力很大， 今
天和专家交流后， 学习了不少实
用的调解方法， 获益匪浅。” 日
前， 由山东威海市总工会组织的
“职工心理资本提升” 公益讲座
走进威海三角集团， 现场100多
名职工聆听了讲座并就自身心理
困惑与专家进行了沟通交流， 取
得了良好效果。 这是威海市总创
新方式方法， 联系引导社会组织
打造 “移动的工人文化宫” 精准
服务职工的一个缩影。 （1月10
日 《工人日报》）

工人文化宫是吸引和组织职
工开展文化活动的重要阵地， 一

般来说都有固定的活动场所 。
“移动的工人文化宫” 打破了固
有的场地空间概念， 把社会组织
专业、 灵活的服务项目与广大职
工群众的需求进行有效对接， 把
“职工心理资本提升” 公益讲座
等文化项目， 送到了职工身边，
可谓 “灵活 、 多样 、 便捷 、 高
效”， 值得点赞和倡导。

毋庸讳言， 现在有些地方的
工人文化宫还不够 “红火”， 原
因可能有多种， 但其中重要的一
条是为职工服务的方式方法有些
陈旧， 还有就是受到距离和开放
时间等影响， 特别是疫情防控期
间， 前去工人文化宫参加活动的

职工人数更是受到了较大影响。
威海市总把工人文化宫 “移动”
到了基层， 把文化项目第一时间
送到了职工身边， 职工不仅不出
企业就能听到文化讲座， 还能与
专家面对面沟通交流， 职工怎能
不欢迎、 活动怎能不 “红火”？

笔者以为， “移动的工人文
化宫” 为广大职工提供了更为灵
活的文化活动场所， 以及更为精
准的高品质的公益性文化服务，
进一步丰富了职工的精神文化生
活。 期望有更多 “移动的工人文
化宫”， 把文化项目送到职工身
边， 进一步提升职工满意度。

□周家和

市场经济条件下 ， 非公企
业、 小微企业越来越多， 这些企
业的工会组建工作常常遇到时机
不成熟或不具备独自建会条件的
问题， 而小微企业中的不少职工
有入会愿望， 工会也有责任把他
们组织起来， 由此形成工会组建
工作中遇到的现实矛盾。

《工人日报》 报道， 上海浦
东新区潍坊街道总工会发挥社区
综合性联合工会的 “蓄水池” 作
用， 将辖区内尚未建立工会或不
具备独自建会等条件的企业职工
吸纳进来， 通过个人在企业体制
外入会 ， 让更多职工有了 “娘
家 ”， 进而推动所在企业建会 ，
有效扩大了工会组织覆盖面。 这
个经验告诉我们， 工会组建工作
不能坐等条件成熟， 要 “以我为
主， 主动出击”。

以我为主， 首先是指， 作为
职工合法权益的代表者和维护
者， 工会的组建从来不是、 也不
应该是先征得企业方同意才能进
行的 。 劳资双方达成共识当然
好， 达不成一致， 工会也照样要
组建 。 因为这是职工维权的需
要， 而且工会组建有法律依据。

特别是在资方拖延甚至抵制建立
工会时 ， 工会尤其不能退让妥
协， 否则反而被动， 甚至会使工
会失去主动性。 “以我为主， 主
动出击” 是工会组建工作的理性
选择， 不仅有助于促进组建条件
的成熟， 而且也是日后工会独立
自主开展活动的必然要求。

以我为主， 还指向从实际出
发， 充分发挥工会的组织优势。
企业工会组建条件暂不成熟， 或
不具备独自建会条件， 在体制外
成立社区综合性联合工会是一种
务实且有效的方法。 组建工作不
能囿于既有模式， 应该从实际出
发有所创新。 创新才有发展， 发
展才有前景。 工会设在社区也是
一种新的工作模式。 不设在企业
也就不依赖企业， 不为行政方所
左右， 保持工会的独立性； 设在

社区有利于广泛接触职工群众，
真正把工作做到职工的身边。 这
对于适应非公企业运作方式和密
切工会与职工的联系都有益。 况
且， 工会直面职工群众的检验和
选择， 还表明了工会组织的自信
和勇气。

以我为主， 不等于工会常此
以往 “单打独斗”。 社区综合性
联合工会是由在企业体制外入会
会员组成的临时的 “家”。 职工
成为会员后需要归属一个组织，
综合性联合工会便成为一个 “蓄
水池”， 让更多的职工有渠道加
入工会， 最终目的还是日后促成
更多企业建会。

不可否认的是， 体制外入会
机制启动初期会员不多， 促成建
会的企业也少， 这很正常。 市场
经济条件下， 经济成分多元化，

劳动关系复杂化， 动员和组织职
工加入工会要做大量的细致工
作， 要吸引、 要启发、 要实心实
意并且有实效地为职工说话办
事， 才能使职工自觉自愿地加入
工会。 譬如， 在社区综合性联合
工会， 来自 “娘家人” 的各种关
怀 一 样 也 不 少 ， 这 就 使 体 制
外 入 会 的 会 员 切 身 感 受 到 工
会 组 织 的温暖 ， 由他们 “现身
说法”， 就能够吸引更多的职工
加入工会。

事物的发展从无到有， 从少
到多， 从小到大是规律， 工会组
建也不例外 。 需要我们认真考
虑 、 探索实践的是 ， 用什么方
法 、 通过哪些途径 ， 更有效 地
启 发 职 工 觉 悟 、 吸 引 职 工 入
会 ， 把更多的职工吸纳到工会组
织当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