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日前发
布劳动争议十大典型案例。 这些
案例涉及劳动报酬、 年休假、 经
济补偿等内容， 涵盖传统劳动争
议、 新业态用工纠纷以及疫情防
控期间劳动者合法权益保护等。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 ， 康某
“职业碰瓷” 诉某家具厂劳动争
议案入选劳动争议十大典型案
例。 （5月13日 《工人日报》）

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显示，

康某2018年9月3日入职某家具厂
后， 在实际工作时间仅有3天的
情况下， 便以被违法解除劳动关
系为由提起诉讼， 要求家具厂支
付赔偿金等近14万元 。 而在此
前， 康某自2013年以来， 先后在
江西赣州、 福建莆田、 深圳、 广
州、 东莞、 惠州、 中山、 江门等
地参与了近30件案件的诉讼。 其
中仅2018年， 其在中山地区劳动
仲裁机构以及法院提起的诉讼达
10件。 康某 “碰瓷” 后通过提起
诉讼的手段来谋取非法利益， 不
仅严重损害了所供职企业的利
益， 也妨碍了民事诉讼， 法院依
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并对其罚款5
万元 ， 彰显了司法对 “职场碰
瓷” 的 “零容忍”， 值得充分肯
定。

所谓 “职场碰瓷”， 是指一
些专钻企业劳动管理漏洞的职场

“碰瓷人”， 采取故意不签订劳动
合同、 伪造个人签名等一系列不
诚信行为， 意图通过向仲裁部门
申请仲裁或向法院起诉的方式，
获得双倍工资、 经济补偿金等。
在本案中， 康某为谋取非法利益
而处心积虑地向法院提起诉讼，
即是典型的 “职场碰瓷”， 已僭
越了法律底线 ， 被法院依法惩
治， 也就自在法理中。

一些不劳而获之辈热衷于
“职场碰瓷”， 冲着的无非是一个
“利” 字， 而法律更多倾向于保
护劳动者权益的制度设计， 又让
这种不诚信的逐利行为有机可
乘。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用人
单位未签合同的， 需要承担二倍
的工资赔付， 这无疑让一些人看
到非法逐利的空间。 出于保护劳
动权益和减轻劳动者维权成本之
目的， 目前劳动仲裁已取消了收

费； 即便 “碰瓷者” 提起诉讼，
法院也只是象征性地收取5元或
10元不等的诉讼费， 其违法成本
几乎忽略不计。 加之仲裁司法部
门在处理此类纠纷时， 往往出于
定分止争的考量， 更多对劳动者
予以倾斜性保护， 无形中诱发了
不诚信者的群起效仿， 以致 “职
场碰瓷” 形成了完整的灰色利益
链。

“职场碰瓷” 不仅影响企业
的生存发展， 扰乱和谐的劳动关
系， 也容易造成劳动仲裁和司法
资源的浪费， 破坏营商环境， 司
法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屏
障， 就应对其依法当头棒喝。 一
方面， 司法要切实对该类劳动争
议纠纷强化证据审查， 对 “碰瓷
者” 明显有悖常理的所谓证据去
伪存真， 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
依法不纵不枉地对其非法获利的

不法行为果断亮出惩戒利剑。
另一方面， 鉴于 “碰瓷者”

提起的诉讼已违背了诚信诉讼原
则 ， 且在事实上妨碍了民事诉
讼， 司法应对其依法施以训诫、
罚款和失信惩戒等惩罚， 让其面
对败诉和伴随其中的其他严厉处
罚等沉重代价得不偿失。 如此，
才能有利于规制权利的滥用， 平
等保护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
益， 确保劳动市场的风清气正。

当然， “职场碰瓷” 行为的
多发， 客观上也与企业用工不规
范所导致的管理漏洞密切相关 。
因此， 在对 “职场碰瓷” 依法当
头棒喝的同时， 也要对企业执行
《劳动合同法》 时刻意打 “擦边
球 ” 的不规范用工行为依法惩
处， 倒逼企业规范用工。 如此双
管齐下， “碰瓷者” 才能真正无
隙可乘。

■长话短说

■网评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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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灵活就业者“青春饭焦虑”亟待纾解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记者11日从教育部了解到， 教育部等十五部门近
日联合印发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光明行动工作方案
（2021—2025年）》， 共同实施八个专项行动防控儿童
青少年近视。 （5月11日 新华社）

□朱慧卿

廖卫芳： 据媒体报道， 北京
市将在同城快递中推广使用 “循
环箱 ” 等可循环使用的快递包
装。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网站近日
发布 《快递绿色包装使用与评价
规范 （征求意见稿 ） 》 ， 提出寄
递 企 业 宜 优 先 选 择 可 降 解 、
可 重 复 使 用 、 易 回 收 利 用 的
包 装 。 此 举 可 以 把 一 些 快 递
包 装 箱进行收纳再反复利用 ，
无疑是快递纸箱回收循环使用的
一个好办法 ， 值得各地大力推
广。

司法就应对“职场碰瓷”当头棒喝
“职场碰瓷” 不仅影响

企业的生存发展， 扰乱和谐
的劳动关系， 也容易造成劳
动仲裁和司法资源的浪费，
破坏营商环境， 司法作为社
会公平正义的最后屏障， 就
应对其依法当头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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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巍│２０21年 5月 14日·星期五

对“关不掉的弹窗广告”
治理要动真格

关怀受委屈的劳动者
不能光靠“委屈奖”

潘铎印： 当前， 弹窗推送已
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方式，
但也愈发成为各路APP恶意引流
博眼球的工具 。 近日 ， 国 家 网
信 办 表 示 ， 将 采 取 专 项 行 动
对 弹 窗 推 送 乱 象 进 行 打 击 。
治 理 “ 关 不 掉 的 弹 窗 广 告 ”
要动真格 ， 要提高其违法成本，
对违法弹窗广告进行精准打击，
令其无处藏身。

让“循环箱”
真正“漂流起来”

光明行动

“在服务过程中，以良好态
度对待服务对象， 是我们的本
职工作， 没想到还获得了公司
奖励， 这体现出公司对我们员
工的理解和关怀。”日前，重庆
美心红酒小镇招商部税女士就
领到了景区发放的 “委屈奖”。
（5月12日 《工人日报》）

员工在工作中受了客户、
服务对象或管理对象的委屈，
用人单位发放 “委屈奖”， 肯
定是一番好意。 所谓 “瓜子不
饱是人心”， “委屈奖” 的数
额虽不大， 但体现了用人单位
对员工的理解、 爱护和支持，
也能起到抚慰的作用， 有助于
受委屈的员工舒缓情绪和压
力 、 平复心情 、 化解负面因
素， 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相关的
矛盾和问题， 保持工作的理性
输出， 有助于维护工作大局。
本质上， “委屈奖” 是一种人
力资源管理措施， 是劳动激励
机制的一种拓展形式。

然而， “委屈奖” 也有其
局限性， 对于受委屈的员工而
言， “委屈奖” 固然有温暖、
人性的一面， 但 “委屈奖” 却
不具有对外的影响力， 不能实
现 “完全维权”， 不能实现彻
底的委屈安抚。 鉴于这种局限
性， 用人单位关怀受委屈的员
工不能光靠 “委屈奖”。

对于让员工受委屈的失德
行为或侵权行为、 违法行为，
用人单位不能仅发 “委屈奖”
了事， 而是应该依据法律和公
序良俗摆明立场， 分清是非，
给出向外的维权应对， 该谴责
的要谴责， 该报警的要报警，
该起诉的要起诉 （或者支持员
工起诉）， 该启动问责程序的
要积极启动， 根据员工受委屈
的情节和后果， 让相关对象付
出对应的民事责任、 行政责任
乃至刑事责任。 如此， 才符合
法律、 道德要求和人力资源管
理规律， 才能从根源上化解让
员工受委屈的痛点， 给员工最
到位、 最有力的安慰， 才能有
效管理员工的情绪， 充分调动
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李英锋

灵活就业已经成为我国劳动
者就业的新常态。 由于灵活就业
人员大多依靠平台， 平台+个人
这种新的就业形式在解决就业方
面显现出前所未有的优势， 与此
同时， 这个庞大的劳动者群体日
益凸显的 “青春饭焦虑” 也成为
职业痛点。 平台经济从业者的高
流动性 ， 让从业者持续的技能
“升值 ” 变得困难 。 （5月12日
《工人日报》）

毋庸置疑， 快递小哥、 外卖
骑手、 网约车司机、 网络主播等
约2亿名灵活就业劳动者撑起了
零工经济新业态 。 “平台+个

人 ” 相较于 “公司+员工 ”， 虽
然增加了工作的自由性， 但是这
种灵活就业带出的不稳定、 技术
含量低、 没有职业前景等问题，
也困扰着其从业人员。 “青春饭
焦虑” 在这些劳动者群体中一定
程度存在。

“青春饭焦虑” 的背后暴露
出的是多重短板。 对此， 首先，
需要相关劳动法规的进一步完
善。 诚如报道显示， 在灵活用工
模式下， 用工企业与灵活用工平
台之间、 灵活用工平台与工作人
员之间均为合作关系， 不受 《劳
动法》 《劳动合同法》 等规制劳

动关系的法律法规约束。 于此，
从法律上完善， 从而让灵活就业
人群的劳动权益更有保障， 亟待
行动起来。

其次， 网络用工平台须切实
负起责任。 互联网平台在新职业
从业人员劳动保障方面应主动承
担起相应的责任。 一些企业的做
法就值得借鉴。 比如， 外卖平台
“饿了么” 正在同浙江省金华市
开展互联网平台灵活用工从业人
员的社会保障试点工作。 目前该
平台对骑手保障体系涵盖了骑手
送单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
这无疑值得借鉴。 □杨李喆

从“国潮风”看老字号守正创新
汉服巡游 、 古风舞蹈表演 、

牙雕和打金技艺展示、 点心现场
制作、 国潮舞蹈表演……北京路
步行街变身非遗传承一条街， 50
余家老字号、 上千老字号品牌云
集 “国潮活力区”。 日前 ， 2021
年全国 “老字号嘉年华” 暨广东
步行街 （商圈） 促消费活动启动
仪式在广州正式拉开序幕。 记者
了解到， 本次启动仪式以 “国潮
国货品质生活” 为主题， 50余家
老字号品牌、 非遗品牌及 “一带
一路” 沿线国家特色产品参展，
其中中华老字号品牌26个。 （5
月13日 《广州日报》）

老字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除了悠久的历史、 独特的商业文
化、 历代相传的手艺， 更是一个
民族和国家留下的宝贵经济和社
会价值。 市场在变化， 消费者也
在变化。 老字号应传承弘扬传统
文化， 走上创新之路， 这样才能
把招牌越擦越亮。 近年来， 许多
传统的老字号品牌纷纷开发创新
型产品， 或以跨界合作的方式为
自身 “减龄”， 获得了年轻人群
的认可与追捧。

老字号变新国潮， 产品和渠
道要创新， 但一定要守住传统手
艺的 “根”。 时下， “互联网+”

持续发力， 创意营销花样百出，
为老字号传承发展带来了更多可
能性。 要通过老字号业态提升，
政策扶持支持老字号企业 “走出
去”， 打造产品宣传平台提升老
字号品牌认知度， 推动老字号与
商旅文融合发展， 加强老字号知

识产权的保护和宣传， 推动老字
号品牌的传承和发展等举措， 促
进老字号焕新。 面对市场刮起的
“国潮风”， 老字号需要做的是让
世代传承的精湛技艺与时俱进，
既留住老顾客， 又吸引更多新消
费群体。 □吴学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