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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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让共享职工之家为更多的职工文化赋能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部分工程、 制造行业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强制职
工入职时交劳保用品押金。 不交押金， 工人非但领
不到安全帽等劳保用品， 还将面临难以入职的风
险 。 律师对此表示， 为职工免费提供或更换已损
坏、 已到使用期限的劳保用品， 是企业不可推卸的
责任。 （7月12日 《工人日报》） □陶小莫

李雪： 工信部近日发布信息
显示， 经过对手机APP用户反映
强烈、 投诉较多的 “弹窗信息标
识近于无形 、 关闭按钮小如蝼
蚁、 页面伪装瞒天过海、 诱导点
击暗度陈仓” 等违规行为进行集
中整治， 2021年第二季度， 开屏
弹窗信息用户投诉举报数量环比
下降50%。 手机APP广告乱象直
接侵犯了消费者隐私权、 安全保
障权、 知情权与选择权， 有关部
门有必要强化常态化监管， 严格
监管执法。

兜牢底织密网，让灵活就业人员不再“裸奔”
建立健全灵活就业人员

权益保障机制是一项系统工
程， 绝不是权宜之计， 也非
一朝一夕之事， 事关长远、
影响大局。 需要党政部门、
社会各方、 用人单位携起手
来， 兜牢底， 织密网， 打好
组合拳， 补齐制度 “短板”。

□何应洋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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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让APP广告
肆意侵扰用户

强收押金

随着企业服务的关注度持
续走高， 人力资源板块中的网
络招聘赛道吸引了众多资本的
目光， 同时也暴露出一些深层
次的问题。 在谈论跳槽就像谈
论吃饭一样的今天， 在线招聘
作为互联网渗透传统行业最早
的领域之一， 各种各样新的玩
法迅速涌现， 资本也毫不吝啬
地投入重金， 一场群雄逐鹿的
“新战国 ” 时代正悄然开启 。
（7月13日 《工人日报》）

网络招聘有着市场需求 ，
也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一组
数据更能说明问题， 据天眼查
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有近4.6万
家招聘相关企业。近10年，注册
量整体呈现上涨趋势， 年均增
速在25%左右。其中，2019年新
增超过1.1万家 ， 为年注册最
高。 截至目前，今年新增注册
2600余家。 由此可见， 网络招
聘行业蕴藏的发展潜力。

规范网络招聘须有硬举
措。 比如， 定期开展清理整顿
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执法行
动， 相关职能部门强化合作，
依法查处网络招聘服务各类违
法违规行为， 严厉打击提供虚
假招聘信息、 违规收取费用、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网络招聘服
务等违法活动。

相关服务机构也应增强行
业自律。 根据相关规定， 从事
网络招聘服务的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应对用人单位提供的招聘
简章、 营业执照或者有关部门
批准设立的文件、 招聘信息发
布经办人员的身份证明、 用人
单位的委托证明的真实性、 合
法性进行审查。 故此， 强化网
络招聘服务行业自律， 推进行
业诚信建设， 促进行业公平竞
争， 也才能杜绝市场乱象。

随着电商、 直播行业的发
展， 激发了更多企业的参与热
情， 并且不断有新企业进入相
关领域快速发展， 这也为更多
的求职者提供就业机会 。 但
是， 行业规范才是向好发展的
根基。 于此， 如何规范发展网
络招聘亟待引起重视与积极作
为。 □杨玉龙

儿童阅读，家长须把好“第一关”

“三伏贴”
不是“万能贴”

网络招聘行业
亟需规范发展

推门而进， 看到的是一圈落
地书柜贴墙而立， 旋转的U型书
架设计， 在浏览选书区和台阶阅
读区之间实现了自然的功能过
渡。 这是青岛市北区总工会与青
岛中泰信实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
会合作共建的区域共享智能职工
之家， 建筑面积约1050平方米，
惠及人群包括入驻中泰信大厦的
90余家中小民营企业。 （7月13
日 《陕西工人报》）

时下， 越来越多的职工重视
为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充电 ”，

可是， 有些小微企业受场地和经
费 限 制 ， 无 法 拥 有 自 己 的 职
工 活 动中心 ， 成为了职工精神
文化需求的 “短板 ”。 据报道 ，
2021年， 青岛市政府将新时代
区域共享职工之家工作列入办
实事项目， 由工会牵头在中信泰
集团职工之家尝试功能叠加、 差
异服务， 发挥带动辐射作用， 为
小微企业提供了15分钟圈内开放
的可共享服务， 满足了职工的需
求。

笔者以为， 区域共享职工之

家的建立， 不仅实实在在地解决
了小微企业职工文化阵地建设缺
场地缺经费的难题， 满足了职工
多元化 、 个性化的精神文化需
求。 而且通过 “以大带小”， 使
企业之间的文化阵地实现共有共
享， 既可减少重复投入， 节省资
源， 又让现有的企业文化阵地得
到充分的利用， 发挥了更大的社
会效应。 并且还让职工深切地感
受了 “娘家人” 的关心和温暖，
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费伟华

天歌 ： 7月 11日进入 “头
伏 ” ， 本市多家医疗机构启动
“三伏贴 ” 贴敷服务 。 在网上 ，
“三伏贴” 销售同样火爆。 卫生
健康部门提醒： 网售 “三伏贴”
药材成分不明， “三伏贴” 也不
是人人皆宜的 “万能贴”， 切勿
自行购买， 擅自贴敷。 “三伏贴”
不是“万能贴”，要想真正从“三伏
贴”中获益，必须到正规的中医医
疗机构购买， 然后在专业医生的
指导下进行贴敷使用。

“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
亿多人 。 他们之中大量是农民
工， 有的一个人打几份工， 十分
辛苦。” 李克强总理在7月7日的
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 “要放开
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基本
养老 、 基本医疗保险的户籍限
制， 让他们 ‘心中有底’， 相信
未来基本生活能够得到保障 。”

（7月9日 中国政府网）
灵活就业打开了一扇很 大

的 门 ， 这 种 就 业 方 式 在 解 决
劳动者生计 、 便捷人们日 常 生
活的同时 ， 有效缓解了城镇就
业的压力 ， 成为吸纳就业的蓄
水池。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
院发布的 《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
告 （2021）》 蓝皮书显示 ， 2020
年企业采用灵活用工比例达到
55.68%， 比上一年增加11个百分
点。

然而， 灵活就业在给经济发
展注入活力的同时， 其从业人员
劳动权益的保护却明显滞后。 与
传统就业相比， 灵活就业呈现出
用工灵活化、 内容多样化、 方式
弹性化、 工作安排去组织化等非
典型劳动关系特征。 这使得灵活
就业无论是法律规制、 政府监管

上， 还是行业标准、 用工规范上
都存在不少空白， 很多灵活就业
人员游离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最典型的就是一些平台企业， 刻
意规避劳动法律， 采取转包、 众
包、 中介制、 派遣等方式， 避免
与劳动者直接建立劳动关系。 一
旦发生意外伤害， 平台企业便会
以是 “劳务关系” 为由， 撇清应
当承担的责任。 这使得相当一部
分灵活就业人员， 在维护自身劳
动权益时处于 “裸奔” 状态。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 放眼
“十四五”， 经济加快转型升级乃
大势所趋， 劳动力向城市集聚的
态势还将持续———灵活就业的
“蓄水池” 会越来越大， 此类从
业人员会越来越多。 如何为灵活
就业者织就 “保障网”， 提升灵
活就业的质量， 是摆在各级政府

面前的一道全新课题。 令人欣慰
的是， 今年以来， 相关利好消息
接连不断 ： 5月1日正式实施的
《广东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办法》， 全面
取消了灵活就业人员户籍参保门
槛。 5月14日， 交通运输部、 中
央网信办等单位 ， 联合约谈滴
滴、 货拉拉等10家交通运输平台
企业， 要求这些企业主动降低抽
成比例， 保障驾驶员劳动报酬。
7月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 研
究确定了5项保障措施： 适应新
就业形态， 推动建立多种形式、
有利于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劳动关
系； 企业应当按时足额支付劳动
报酬， 不得制定损害劳动者安全
健康的考核指标 ； 以出行 、 外
卖、 即时配送等行业为重点， 开
展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

点； 建立适合新就业形态的职业
技能培训模式， 符合条件的按规
定给予补贴； 放开灵活就业人员
在就业地参加基本养老、 基本医
疗保险的户籍限制。 这一系列保
障灵活就业人员权益的务实之
举， 体现了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责
任担当和为民情怀。

建立健全灵活就业人员权益
保障机制是一项系统工程， 绝不
是权宜之计 ， 也非一朝一夕之
事， 事关长远、 影响大局。 需要
党政部门、 社会各方、 用人单位
携起手来， 兜牢底， 织密网， 打
好组合拳 ， 补齐制度 “短板 ”，
完善保障体系， 加大监管力度，
强化行业自律， 推动企业履行主
体责任 ， 为灵活就业人员解除
“保障之忧”， 让灵活就业人员不
再 “裸奔”。

“阅读” 是学龄儿童家庭非
常重视的教育方式。 尤其是随着
资料阅读在各科考试中占比的增
大， 课余读书更成了家庭教育的
重要一环。 然而在孩子亲近书本
的过程中 ， 家长们也有不少困
惑， 其中最大的困惑， 就是孩子
应该读什么样的图书， 然后在选
择图书的过程中如何避免 “踩
雷”。 （7月13日 《光明日报》）

家长在给孩子选择图书的时
候 ， 要避免盲目跟风 ， 人家说
好， 就以为真的好， 然后掏钱买
书。 即便想通过外部的推荐给孩
子选书， 也不要盲目迷信一些阅

读类自媒体， 而是要通过更加权
威的渠道 ， 比如一些读书类报
刊、 网站， 或者是一些权威的出
版社等等， 了解图书信息， 为孩
子选择适合他们的图书。

而除了通过外部推荐为孩子
选书， 其实还有一个比较 “笨”，
但是却十分有效的办法， 那就是
家长先把一本书读一遍， 或者是
至少大体浏览一遍， 确认其适合
孩子阅读了 ， 再或借或买给孩
子。 这样一来， 不但家长为孩子
把好了选书这一关， 而且自己阅
读的过程， 本身就是对孩子的一
种引导和示范， 是让孩子喜欢阅

读、 爱上阅读最好的方式。
暑假是孩子补上 “阅读课”

的最佳时机， 家长需要为孩子把
好阅读的 “第一关”， 也就是选

书这一关， 而最好的方式， 就是
亲力亲为， 通过自己的眼睛为孩
子选择适合的图书。

□苑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