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网评锐语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直播购物维权难，监管亟须长“牙齿”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中消协1月29日表示， 近来涉及教育培训、 健身、
家政等预付式消费纠纷显著增加， 强烈谴责和反对
“跑路前促销” 的不良营商手法。 企业跑路前还在搞
促销， 可能涉嫌合同诈骗。 （1月29日 新华社）

□朱慧卿

张国栋： 据媒体报道， 今年
除夕， 山东高速集团将在所有服
务区提供免费水饺、 免费住宿 ，
让人们在途中也能享受家的氛
围。 服务暖心、 贴心， 才能过年
舒心、 安心。 期待社会相关各方
见贤思齐 ， 根据各自特点和实
际， 因时因地制宜， 齐心协力，
共同努力， 为保障春运， 为温馨
春运加分。

工会可在劳动用工监督评估专项行动中发挥独特作用
劳动用工监督评估是一

项需要专业知识的工作 ，需
要相关的执法权限； 而且如
果覆盖辖区所有企业， 还需
要相当数量的工作人员 。显
然， 这件事不是工会一家可
以承担 、完成的 。但是 ，工会
有自己的优势———严密的组
织网络、广泛的社会联系、必
要的党政支持， 特别是代表
和维护职工权益的法定职
责， 使得工会可以在该项服
务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张刃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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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无接触拜年”
过一个安全健康的春节

别让工伤保险缺失
成为灵活就业者之痛

江德斌： 春节临近， 随着各
地陆续出台就地过年倡议， 不回
家如何拜年成为热议话题。 在浙
江、 上海、 广东、 河南等地， 许
多年轻人选择了通过淘宝等电商
平台购买年货寄回家、 快递礼品
送祝福的 “无接触拜年” 方式。
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无接触拜
年” 成为新拜年模式， 社会各界
应支持和倡导 “无接触拜年” 方
式， 引导大家调整心态， 过一个
和谐、 安全、 健康的春节。

日前， 浙江省台州市总工会
推出 “留台过大年 把爱寄回家”
千份大礼包暖心大派送活动， 根
据每个县 （市、 区） 当地特色定
制了2300份 、 每份价值200元的
台州农特产品爱心礼包， 免费派
送到全国各地 ， 为留在台州过
年、 不能回乡团聚的外来员工捎
去第二故乡的问候。 （1月29日
《浙江工人日报》）

今年因为疫情， 就地过年的
外地职工越来越多。 而给就地过
年职工的家人邮寄一份过年礼
包 ， 确实充满浓浓的深情与暖
意。

每年春节前， 很多打工人都

带着春节礼包回家乡是一种习惯
与风俗。 而作为 “娘家人” 的工
会， 今年把春节爱心礼包邮寄到
就地过年职工的家乡， 这样的做
法确实非常人性化。 一方面， 打
工的亲人虽然没能回家过年， 但
春节的礼包寄回了家里， 也是一
种心意的表达。 另一方面， 体现
了工会对职工家属的关爱。 在外
地打工确实非常不容易， 也需要
家人的理解与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爱心礼
包， 台州市工会系统还将开展话
费补贴、 走访慰问、 健康关怀等
系列暖心活动， 让留在外地过新
年的职工有更多贴心的照顾。

在笔者看来， 那些邮寄到全
国各地的春节爱心礼包， 也是一
种温暖的传递。 因为那些在外地

工作的打工人并不孤单， 工会组
织和打工的“第二故乡”在关心着
他们和他们的家人。 □陶象龙

春节爱心礼包寄回家是一种温暖的传递

“免费食宿”
为温馨春运加分

“跑路前促销”

不久前， 吕女士在某二手奢
侈品商家的直播间里花数千元买
了一个箱包。 “直播时说只有一
个指甲印 ， 我就直接拍下付款
了， 收到包后发现， 很多严重的
磨损主播根本没有展示。” 当她
质疑商家售出的商品 “货不对
版 ”， 试图与商家沟通维权时 ，
吕女士却发现， 自己手中拿不出
证明商家直播间承诺内容的有力
“证据 ” 。 （1月 30日 《北京日
报》）

吕女士为何拿不出证据？ 因
为直播购物结束后， 图像没有回

放入口， 直播时代言人说的话，
如果不承认当时是这么说的， 消
费者没有证据， 只能吃哑巴亏。
笔者以为， 对于直播带货无回放
的问题，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此前
已有明确规定： 直播营销平台应
当记录、 保存直播内容， 保存时
间不少于六十日， 并提供直播内
容回看功能； 直播内容中的商品
和服务信息、 交易信息， 保存时
间自交易完成之日起不少于三
年。 一些直播带货平台为何不认
真执行 ， 并不是有什么技术难
度， 主要还是不想执行和不愿执

行。
每一项规章制度只有认真执

行才有威力和实效， 有制度不执
行和没制度同样糟糕。 对此， 市
场监管部门应与相关执法部门联
手， 对拒不执行制度的直播平台
给予严厉处罚。 笔者建议， 以后
消费者起诉直播购物有虚假营销
诱导下单， 若直播平台没有回放
功能可自证清白， 则视作理亏，
该赔偿的赔偿， 该罚款的罚款。
只有监管长出 “牙齿”， 消费者
维权才有保障。

□周家和

近年来， 随着新业态的快速
发展， 新型用工方式增多， 劳动
关系呈现多元化、 复杂化， 对规

范企业用工和保障劳动者权益提
出了新课题， 各地政府、 工会都
在积极探索破解之路。 《工人日
报》 报道， 江苏省总工会、 省人
社厅、 省卫健委、 省应急管理厅
在总结昆山等地开展劳动用工风
险评估做法的基础上， 近日出台
文件， 联合在全省实施专项服务
行动 ， 对企业遵守劳动法律法
规、 依法保障职工权益情况进行
监督评估和指导服务， 帮助企业
防范化解劳动用工风险， 促进劳
动关系和谐稳定。 这个经验有几
条特点， 值得借鉴。

其一， 多方合作联动。 关注
劳动用工问题， 竭诚服务职工，
维护职工权益， 工会组织责无旁
贷。 但是， 劳动用工监督评估是
一项需要专业知识的工作， 需要
相关的执法权限； 而且如果覆盖

辖区所有企业， 还需要相当数量
的工作人员。 显然， 这件事不是
工会一家可以承担、 完成的。 但
是， 工会有自己的优势———严密
的组织网络、 广泛的社会联系、
必要的党政支持， 特别是代表和
维护职工权益的法定职责， 使得
工会有条件获得更多的资源与手
段。 值得注意的是， 江苏省总工
会不仅注重加强与人社、 卫健、
应急管理等政府部门的协作联
动， 而且健全和完善了与这些部
门的人员互聘、 信息互通、 调解
互邀、 处置互动工作机制， 有力
且有效地保证了企业劳动用工监
督评估专项服务行动的实施。

其二， 多种形式并举。 企业
劳动用工监督评估不同于一般的
工作检查———组织一批人， 分成
若干组 ， 规定几条内容 ， 听汇

报， 看材料， 基本 “大功告成”。
市场经济条件下 ， 不仅企业性
质、 规模千差万别， 而且用工形
式多种多样， 用同一的监督、 评
估方式， 效果肯定不好， 甚至可
能 “走过场”。 江苏的专项服务
行动 ， 则分为企业自我监督评
估、 预约监督评估、 专业团队巡
回监督评估 （抽查监督评估） 和
复查监督评估四种形式， 以适应
不同规模、 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特
点， 开展相应的服务， 这就使监
督、 评估有了针对性、 适用性。
譬如， 针对中小企业、 新建企业
采用简约式的 “基础评估”， 短
时间内迅速排查用工风险； 针对
重点行业领域、 劳资纠纷易发频
发 、 职工投诉较多的企业采用
“深度评估”， 进行监督检查和指
导服务 。 这样从实际出发做工

作， 才能切实做到监督到位， 提
供有效服务。

其三， 防范与惩戒结合。 监
督、 评估、 服务都是手段， 防范
用工风险， 惩戒违法行为才是目
的。 江苏根据监督评估结果， 将
企业劳动用工风险评估结果分为
红、 橙、 黄三级， 把风险提示 、
整改意见形象地称为 “查病灶、
开处方、 定制体检”； 同时将企
业劳动用工监督评估情况纳入公
共信用信息平台， 对有恶意欠薪
等严重侵害职工合法权益行为的
企业， 通过这个平台的黑名单制
度， 实施联合惩戒。 这样， 不仅
使监督、 评估落在实处， 而且有
效地帮助企业规范劳动用工行
为， 防范化解劳动用工风险。 与
此同时， 为企业服务， 为职工维
权也就蕴含其中了。

仿佛是命运之手突然重
重推了一下， 他们身后平日
看起来坚实、安全的土地，瞬
间裂变为无形的 “深谷”，令
其与家人深深跌落。 根据权
威统计，全国2亿左右灵活就
业人员中的绝大部分， 没有
参加工伤保险。 他们一旦因
工伤亡，后续救治、抚恤、赔
偿等保障力度不够， 会陷入
各种维权纠纷， 令个人与家
庭遭遇不可承受之重。（1月
30日《新华每日电讯》）

工伤保险缺失无疑会成
为劳动者权益之痛。毕竟，工
作中出现的意外伤亡防不胜
防，尤其是意外交通风险，一
直是外卖骑手、 快递员的痛
点。也正如媒体调查发现，越
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已经
意识到， 偶然发生的事故概
率并不像所认为的那么低，
风险或许就近在眼前。于此，
工伤保险不能只有劳动者需
要上心， 更需要政府相关部
门及用工单位多用心。

从用工单位来讲， 应增
强法律意识， 对劳动者权益
保障多尽一份力。 一些企业
的做法就值得称道。比如，在
缺少工伤保险的背景下，多
数平台企业都通过购买商业
保险实现其从业人员的职业
伤害保障。但令人遗憾的是，
各个平台、 各类行业的保障
力度和水平均差异较大。所
以， 用工单位当履行好相关
责任，保障好劳动者权益，这
也有利于自身事业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 ，2020年
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
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
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均提出
开展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
害保障试点。 但更为期待的
是，各项相关措施齐头并进，
尤其是劳动者自身也应注重
自身权益保护， 遭遇侵权要
及时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杨玉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