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网评锐语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依法保障新业态劳动权益需要先行“蹚路”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记者7日从湖南省医疗保障局获悉， 湖南省医
疗保障局、 省公安厅、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近日联合
发布 《关于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整治行动的工作
方案》， 明确2021年4月—12月对湖南省各级医保定
点医药机构开展专项整治， 重点聚焦 “假病人、 假
病情、 假票据” 等欺诈骗保问题， 筑牢医保基金安
全防线。 （4月7日 新华社） □朱慧卿

费伟华： 日前， 山西潞安集
团司马煤业公司工会开展了 “寻
找最美劳动者” 为矿工拍摄肖像
活动， 共为400名井下矿工和地
面生产单位的职工拍摄了肖像。
工会开展为职工拍摄肖像活动，
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意， 既体现
了对职工劳动的尊重， 增强了他
们的荣誉感和幸福感， 又能提升
职工的责任感。

企业“家规”岂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无论什么企业 ， 谁都没有
“高人一等” 的特权， 也没
有 自 外 于 法 的 “优 势 ” 。
“家规 ” 再大也大不过法
律 ， 任何企业的劳动规章
制度 ， 都不能突破法律底
线 、 凌驾于法律之上 。 依
法制定 “家规”， 尊重善待
职工 ， 才是企业行稳致远
的发展之道。

□何应洋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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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答案“拍照即得”
助长孩子惰性

乐见“零点体育”
开花结果

李雪 ： 手机一拍 ， 答案就
来。 近年来， 拍照搜题App成为
很多在线教育平台的引流工具 。
“用户体验” 越来越好， 使得不
少学生群体对其产生了高度依赖。
与之相伴的， 是持续升温的争议：
此类App到底是帮助孩子学习还是
助长了他们的惰性？ 答案 “拍照
即得” 是科技发展使然， 也迎合
了一些特定人群的消费需求。 应
当正视此类技术 “双刃剑 ” 效
果， 更须警惕答案 “拍照即得 ”
助长孩子惰性 。 同样须警惕的
是， 孩子借口搜题玩网络游戏。

“我们河东新区美团小哥的
送餐难题终于被新区工联会帮忙
解决了，这是工会为我们‘说’回
来的福利。 ”3月31日，四川遂宁市
河东新区的美团外卖小哥张龙笑
着说， 一直困扰他们的难题， 通
过工会 “职工说事” 沟通平台得
以解决。 为此， 他和同伴们心情愉
快，送餐时都哼着小曲。 （4月8日
《四川工人日报》）

据报道， 河东新区有快递小
哥等八大群体工会会员 4000余
人， 职工起先常常感觉 “烦恼没
处说 ”。 有了 “职工说事 ” 后 ，

他们又担心说的事没人听， 即使
听了以后， 也不会去办， 难不成
工会自己给自己 “找事”？ 可实
践证明工会不仅认真倾听他们的
意见， 还务实去办。 比如， 针对
美团小哥送餐难的问题， 工会干
部不仅与有关物业协会电话联
系、 公文函件协商， 还多次实地
调研一一摸清实际情况， 上门与
有关人员多次一一面谈协商， 才
最终达成一致意见。

笔者以为， “职工说事” 之
所以能得到职工的肯定， 归根到
底还是职工说的事 ， 得到了落

实， 也就是说为职工办成了事，
职工从中获了益。 我们要学习借
鉴河东新区 “职工说事” 经验，
并不是要照搬照抄他们的具体做
法， 而是要学习他们这种思维方

式， 工作方法。 通过倾听职工意
见， 为职工办实事， 更好地把职
工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活力激发出
来， 促进劳动关系和谐和社会发
展进步。 □周家和

“职工说事”要倾听，更要务实去办

为职工拍工作肖像
体现对劳动的尊重 专项整治

在泰州某公司工作的曹某、
彭某， 去年1月8日， 突然被公司
以存在自卖自售、 预留打折等问
题违反规章制度， 处以10倍差价
的损失赔偿和500元罚款， 并解
除劳动关系。 两人在与公司交涉
无果后， 到泰州市海陵区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近

日， 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 认定
该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分别
支付两人48967元、 51267元的赔
偿金以及部分工资 。 （4月8日
《工人日报》）

近年来， 类似企业以规章制
度管束、 处罚劳动者的案例， 并
不鲜见： 重庆江津某机械制造公
司规定 “请假超过3天， 这个月
的社保费由员工自己全额承担”；
广东东莞某电器公司规定 “每个
班只允许上一次厕所”， 多名员
工因上了两次被罚款； 苏州某外
贸公司明确要求 “女员工30岁前
不能生育 ”， 如违反规定辞职 ，
需要缴纳违约金……

企业立一些“家规”，加强管
理，无可厚非，这是保证企业正常
经营的需要，但并非随心所欲，想
怎么立就怎么立。 对企业如何制
定劳动规章制度，《劳动合同法》
第四条有专门的规定： 内容要合

法，规章制度内容条款，不能违反
法律法规规定， 不能违背社会公
德；程序要合法，制定规章制度应
当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
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
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后确定；规
章制度出台后，要及时公示，通过
各种方式告知劳动者。 这样制定
出来的“家规”，才是合法的、有效
的，违反任何一项一条都不行。

泰州某公司的规章制度，并
未对严重违纪行为进行界定，所
作的处罚违反了我国《立法法》等
相关强制性规定， 且单位的辞退
行为缺乏事实根据， 也未履行通
知工会等程序性义务， 系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 为员工缴纳社会保
险费， 是企业的法定责任和应尽
义务。“请假超过3天就得自缴社
保费”，这是企业在用单方面的条
款，规避自己的责任，减损职工的
权益，明显违反了《劳动合同法》

《社会保险法》等法律的规定。“每
个班只允许上一次厕所”“女员工
30岁前不能生育”等规定要求，既
不合人伦常理，有违公序良俗，更
是触碰了法律底线。这些企业“自
说自话”的“奇葩家规”，是没有任
何法律效力的。

“奇葩家规” 的背后， 反映
了一些企业主法律意识淡漠。 在
媒体报道的 “请假超过3天就得
自缴社保费” 的新闻中， 记者去
重庆江津采访， 当问及这些规定
是否与现行劳动法规冲突时， 该
公司法人表示 “不清楚”， 还说：
这是一个执行了4到5年的 “老规
矩” 了， 99%的员工都没有 “违
规”， 只有个别员工遭遇过处罚。
此外， 还有少数企业更为任性，
视法律为无物， 把企业 “家规 ”
凌驾于法律之上， “我的企业我
做主， 谁不服管就罚谁”， 容不
得旁人置喙。

在全面依法治国、 崇尚劳动
光荣的今天，对诸如此类的“奇葩
家规”，不能听之任之。劳动行政
部门要刚性执法，从严查处，不给
“奇葩家规”生存空间。司法机关
要划出红线底线，让胆敢触碰者，
付出相应代价。 工会组织要加强
监督，发现违法“家规”，提醒、督
促企业及时整改， 对拒不改正的
提请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处理。劳
动者也要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
对违法“家规”，敢于说不，依法维
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无论
什么企业 ， 谁都没有 “高人一
等” 的特权， 也没有自外于法的
“优势”。 “家规” 再大也大不过
法律 ， 任何企业的劳动规章制
度， 都不能突破法律底线、 凌驾
于法律之上。 依法制定 “家规”，
尊重善待职工， 才是企业行稳致
远的发展之道。

以前， 学校体育课常被其
他学科占用； 现在， 平谷的一
所小学体育课优先。 昨天， 北
京第二实验小学平谷分校正式
启动 “零点体育”， 每天早晨，
学生到校先上40分钟体育课，
再开启一天的文化课学习 。
（4月7日 《北京日报》）

长期以来， 在对学生的教
育上存在重智育轻体育的现
象 ， 体育课常常被主课老师
“占用”， 许多学生不爱运动、
也不会运动， “小胖墩” “小
眼镜” 增多， 学生体质普遍下
降， 引发广泛忧虑。

研究表明， 早起锻炼的人
一天中的工作效率往往更高，
这是因为晨练能够让运动者的
神经细胞得到充足的能量以及
氧气， 可以加强新陈代谢， 促
进血液循环， 提高身体素质 。
“零点体育” 把 “体育课” 放
在一日之首， 不仅可以让学生
通过运动获得满满的能量， 还
是培养学生运动习惯的良好开
端。

我们看到， “零点体育”
的很多训练项目新鲜有趣， 一
改过去千篇一律的跑步、 仰卧
起坐等陈旧锻炼项目 。 据悉
“零点体育” 运动项目是老师
们在北京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专
家的指导下， 基于学生的年龄
特点、 兴趣爱好、 场地条件以
及学校的体育特色项目研发的
活动内容， 大大增加了体育锻
炼的趣味性、 有效性， 使学生
们很乐于参加这些锻炼。

聚焦学生体质健康监测、
小眼镜、 小胖墩儿等现象， 以
提升体育课堂教学质量、 培养
体育锻炼习惯、 扩大比赛活动
普及为着力点， 补齐师资、 场
馆、 器材等短板， 有效破解制
约学校体育发展的瓶颈问题，
促进学校体育健康发展， “零
点体育 ” 颇具探索意义 。 目
前， “零点体育” 仅在一所学
校试行， 希望其不断完善、 推
广 ， 在更多的校园内开花结
果。 □斯涵涵

广东省人社厅、 广东省财政
厅、 广东省税务局印发的 《关于
单位从业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
动者等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
办法 （试行）》， 于2021年4月1日
起执行。 根据规定， 广东省内提
供网约车、 外卖、 快递劳务等未
建立劳动关系的新业态从业人
员， 将被纳入 《工伤保险条例》
参保范围 。 （4月6日 《广州日
报》）

近年来， 随着新技术、 新业
态、 新模式范畴的不断扩容， 外
卖员、 网约车司机、 快递员等新
业态从业者正越来越多地进入劳

动力市场 。 相比于传统劳动形
式， 新业态从业者大多依托互联
网平台提供相关服务， 根据现行
的劳动法律法规， 他们不能纳入
工伤保险的参保范围， 由此引发
了如何依法保障新业态劳动权益
的问题。 广东通过地方立法， 明
确规定新业态从业者可以享受工
伤保险待遇， 这对依法保障新业
态劳动权益无疑具有先行 “蹚
路” 的积极意义。

依法让新业态从业者享有工
伤保险待遇， 是法治社会的应有
之义。 但由于网约车司机、 快递
员等新业态从业者不等同于传统

劳动者 ， 直接套用现行劳动法
律 ， 将其纳入工伤保险参保范
围， 根本行不通。 同时， 全国各
地新业态从业者劳动权益的保障
千差万别， 如果没有充分调研，
即匆忙在国家层面统一立法来解
决这类群体的工伤保险待遇问
题， 则有可能让出台的相关法律
难以契合实际要求， 导致欲速不
达的负面效应出现。 因此， 在国
家层面统一立法解决新业态从业
者工伤保险待遇时机不成熟的情
况下， 由各地先行 “蹚路”， 无
疑是最理性和务实的优选。

□张智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