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网评锐语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应由消费者决定是否“扫码点餐”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记者从江苏省人社厅、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等部
门获悉， 自去年11月9日开展欠薪冬季专项行动以来，
江苏累计为1.12万名农民工追发工资等1.43亿元。 （2
月1日 新华社） □朱慧卿

戴先任： 按照公安部统一部
署， 江苏、 北京、 山东等地公安
机关近日成功破获一起特大制售
假新冠疫苗案件， 打掉了造假窝
点， 斩断了犯罪链条， 抓获犯罪
嫌疑人80余名， 现场查扣假新冠
疫苗3000余支。 不能让 “制售假
新冠疫苗” 等各类涉疫犯罪破坏
了疫情防控大局， 侵犯公众生命
财产安全， 这就需要加强对各类
涉疫犯罪的打击力度， 让不法分
子付出惨痛代价。

防治职业病还需多方“给力”
防治职业病， 强化用人

单位主体责任固然是必要和
有效的，但还远远不够，还需
要全社会都来关注， 多方面
承担责任， 譬如相关法律的
完善与执行， 地方政府的督
导与担责，社会、舆论的关注
与干预等等， 由此形成强势
压力， 才能有效地遏制可能
的职业危害。

□张刃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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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旅游
要以创新求发展

“拼搏”不是“拼命”
向侵害“打工人”健康行为说“不”

张国栋： 疫情之下， 旅游业
受到极大的冲击， 旅游行业比较
低迷， 但从各大平台的旅游板块
采取的措施来看， 旅游行业还是
取得了发展。 业内人士表示， 从
今年走势来看， 在线旅游行业要
更精细化、 智慧化管理， 才能给
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旅游服务。 在
线旅游要立足当下， 着眼长远，
以创新求发展。 不仅要有新产品
新服务， 还要开启智慧旅游新模
式。

1月31日， 内蒙古自治区党
委宣传部等 8家单位联合举办
“我帮你·书香伴你过大年” 主题
志愿服务和全民阅读活动启动仪
式， 内蒙古各盟市、 旗县同步启
动。 活动中， 主办方为交警、 环
卫工人、 快递员、 出租车司机、
学生、 农民工等工作在一线的代
表赠书， 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
志愿者的阳光照亮每一个辛勤付
出 、 默默奉献的普通劳动者 。
（1月31日 中新网）

“我帮你·书香伴你过大年”
主题志愿服务和全民阅读活动，
对进一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 “爱

读书、 读好书、 善读书” 的阅读
风尚和良好氛围， 丰富人民群众
的精神文化生活， 必将产生积极
影响。 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来营
造 “书香社会” 的氛围， 尽一切
可能创造读书环境， 这样的做法
值得称赞。

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节
日，可以有很多种过年的方式，或
观看春晚或玩游戏， 或促膝交谈
或品尝美食， 而读书也是一个不
错的选择。春节读书，可以培养和
延续良好的阅读习惯， 营造家庭
和社会的良好阅读氛围， 为我们
带来一次难得的精神滋养。总之，

“书香伴你过大年” 增添别样年
味， 让我们珍惜这样的机会， 使

自己的精神世界更丰富， 也使春
节过得更有意义。 □刘天放

“书香伴你过大年”增添别样年味

别让假新冠疫苗
破坏防疫大局

追发工资

眼下 ， 很多餐厅都推出了
“无接触服务”， 扫一扫二维码即
可完成排队、 点餐、 结账等多项
服务， 方便消费者的同时也节省
了人工营运成本， 提升了营运效
率。 然而， 有些商家因此取消了
人工点餐服务， 这让一部分消费
者感到烦恼。 （2月1日 《人民日
报》）

“扫码点餐” 确实很方便快
捷， 此前在电子支付推广时期，
就已经实现了全面普及， 如今在
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环境下， 基于

防范病毒传播扩散， “无现金支
付” “无接触服务” 受到热捧，
“扫码点餐” 亦在餐饮业内大行
其道， 为疫情防控做出贡献。 不
过， “扫码点餐” 应是可选项，
不应该成为唯一选项， 应当由消
费者自主决定， 是否选择 “扫码
点餐 ” ， 而不是由商家 “一刀
切”， 强迫所有消费者都只能使
用 “扫码点餐”。

电子支付、 扫码检测等无接
触服务实现全面普及， 这是技术
进步的体现， 也保障了社会经济

的复苏发展， 值得肯定和支持。
但是， 部分商家和服务部门， 在
推进无接触服务的过程中， 存在
“一刀切” 的现象， 给部分老人、
儿童等群体造成阻碍， 属于歧视
性行为 ， 也侵犯了用户的选择
权， 则是不可取的。 因此， 各方
在推动落实无接触服务时， 要重
视技术与权利的平衡， 尊重消费
者和用户的自主权益， 可以引导
但不能强迫， 依法保护隐私权，
既要提供便利服务， 也要尊重选
择项的多样化。 □江德斌

国家卫健委出台的 《工作场
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 已于2月
1日起开始施行。 《规定》 强化
了用人单位防治职业病的主体责
任， 明确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
提供符合法律、 法规、 规章、 国
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工
作环境和条件， 并采取有效措施

保障劳动者的职业健康。 对于亿
万劳动者而言， 无疑是利好； 对
于千百万用人单位而言， 应该是
压力， 更是责任。

从广义上讲， 劳动者在生产
中接触有毒化学物质 、 粉尘气
雾 、 异常的气象条件 、 高低气
压、 噪声、 振动、 微波、 射线、
病菌， 或者长期强迫体位操作、
局部组织器官持续受压等等， 都
可能引发职业病。 从狭义上说，
国家对其中某些危害性较大， 诊
断标准明确， 结合国情且由政府
有关部门审定公布的职业病， 称
为法定职业病， 并据此制定 《职
业病防治法》。

职业病的危害有多大？ 没有
切身体验者可能不太在意， 其实
从广义上讲， 全国范围内存在有
毒有害作业的企业数以百万，不
同程度受到危害的劳动者逾亿；

即使在法定职业病统计中， 每年
的新病例也以万计 （如2018年为
26756例 ，2019年为19428例 ）。这
样的数据能不令人震惊和忧虑？
如此庞大的群体面临职业危害，
潜藏着或者已经发生了多少经济
损失和生命消亡， 还不足以引起
全社会的关注和警醒吗？

职业危害与生产事故不同，
后者往往事发突然， 瞬间造成巨
大损失， 夺人生命， 因此会迅速
引起强烈关注， 抢救、 补偿也很
及时； 而职业危害却是潜在的危
险， 缓慢地、 甚至不为人知地造
成更为巨大的损失， 夺去更多的
生命。 而这一切后果又几乎都转
移到了职工及其家庭身上， 或者
推向了社会。 在这样的背景下，
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不是非常必要
且必须的吗？

何谓主体责任？ 简言之， 分

内之事， 应尽之责， 权责对等。
企业有用工之权， 职工为企业创
造财富， 企业当然应该对劳动者
的职业健康负责 。 在这个问题
上， 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政府
出台规定合情合理。

不过， 现实也告诉我们， 指
望所有企业自觉自愿地严格守
法、 尽职尽责地加强职业保护 ，
几乎不可能； 仅让职工懂得一点
相关知识， 学会自我保护， 也不
现实。 譬如， 规定 “用人单位应
当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职业卫
生标准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并督
促 、 指导劳动者正确佩戴 、 使
用， 且不得发放钱物替代。” 如
果企业或职工不能做到 ， 怎么
办？ 又如， 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时， 应当将工
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
及其后果、 防护措施和待遇等如

实告知劳动者， 并在劳动合同中
写明， 不得隐瞒或者欺骗……劳
动者有权拒绝从事存在职业病危
害的作业， 用人单位不得因此解
除与劳动者所订立的劳动合同。”
如果企业违反规定， 职工又不敢
拒绝， 怎么办？ 再如， 职业病从
受害到发病、 确诊、 索赔， 从争
议到仲裁、 诉讼， 可能需要一个
相当漫长的过程， 如果用人单位
或职能部门拖延 ， 拖到人亡讼
息， 受害者又该怎么办？

防治职业病， 强化用人单位
主体责任固然是必要和有效的，
但还远远不够， 还需要全社会都
来关注，多方面承担责任，譬如相
关法律的完善与执行， 地方政府
的督导与担责，社会、舆论的关注
与干预等等， 由此形成强势和压
力， 才能有效地遏制可能的职业
危害。

健康型人力资本面临人
口结构和生活方式转变带来
的挑战之一， 是过度的工作
压力、 快速的工作节奏导致
患病率上升， 疾病年轻化态
势日趋显著。 近日， 中国社
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
究所发布 《人口与劳动绿皮
书：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
告No.21》 得出上述结论 。
（2月1日 《法治日报》）

保障 “打工人” 健康需
要形成合力。 一方面， 相关
部门应完善法律法规， 加强
职业健康保护， 从工作时间
和工作环境、 医疗保险、 定
期体检、 身心健康管理等措
施上细化规则， 堵上职业健
康保障漏洞， 切实保障职工
的职业健康权益。 加大监管
处罚力度 ， 让违反劳动法
规、 枉图钻漏洞赚职工血泪
钱的企业付出应有的代价。

另一方面， 为员工提供
合理的工作安排和职业健康
保护，是企业自身的职责，也
是企业需要承担的社会职
责， 这应成为每个企业的共
识。须知，员工身心才能为企
业持续创造价值， 这应是企
业最重要的持续发展力。 试
想，一个让员工频繁伤病、跳
槽的公司， 还能有持续向上
发展的活力吗？ 事故发生还
会牵扯赔偿、 舆论等多重问
题。维护职工健康，也是在维
护企业自身。此前，有公司为
员工建立健康管理体系，从
身体、心理、保健等多方面来
维护员工健康， 希望更多企
业能为自家员工提供相应的
健康管理， 以降低职业病的
发病率。

“拼搏” 不是 “拼命”，
任何高喊牺牲健康生命的口
号都应被打压。 “打工人”
在付出劳动时， 企业理应给
予尊重和职业健康保障。 如
果企业侵犯员工劳动权益，
“打工人” 们也应勇敢拿起
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王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