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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工会大食堂”让职工吃得方便踏实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丁家发 ： “十一 ” 长假临
近 ， 许多养宠物人士需外出旅
游， 携带宠物出行不方便， 因此
寄养宠物成刚需。 目前， 不少宠
物店的寄养服务价格， 按照犬只
的大小都有不同程度的上调。 针
对宠物服务的市场刚需， 不仅要
加大对行业的扶持力度， 还应尽
快制定统一的行业标准， 建立健
全相关法律法规， 并运用监管手
段敦促行业规范， 从而引导宠物
经济走向正轨。

让工会激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一池春水”
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劳动权益不能坐等法律
的完善 ， 需要相关部门对
此进行积极探索 。 在这种
情况下 ， 把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吸纳进工会组织 ， 让
工会代表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与用人单位通过协商 ，
及时破解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劳动权益保障不足的难
题， 也就至关重要。

□张智全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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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寄养成刚需
新兴行业亟待规范

节前警示

养老机构上门服务有助化解养老难题

网红书店有“颜值”
更须有“素养”

工会为“心愿清单”买单
暖了境外员工的心

“走， 上 ‘工会大食堂’ 吃
饭去！” 临近中午， 江苏镇江新
世纪商厦职工周绿萍招呼着同
事 ， 两人一起来到附近的一家
“工会大食堂” 就餐。 “一荤一
素一汤 ， 口味不错 ， 价格也不
贵。 以前， 中午要么带饭要么点
外卖； 现在， 有了食堂， 特别方
便 ， 吃得也踏实 。” 周绿萍说 ，
用工会统一办的就餐卡还能享受
额外的折扣。 （9月22日 《工人
日报》）

时下， 一些企业由于不具备
硬件设施， 或职工流动性大， 或

职工人数少等原因， 没有自己的
职工食堂， 也有些企业由于食堂
老化， 职工就餐体验不佳， 吃饭
成了这些职工的难题。 民以食为
天， 企业食堂直接关系到职工的
工作和生活， 职工吃得好， 才会
心情好、 有干劲。

笔者以为， 镇江市总工会通
过 “工会大食堂 ” 开发建设和
“工会好食堂” 星级评定的方式，
落实工会普惠服务， 为广大职工
生产、 生活提供综合保障， 让职
工食有所安， 不仅发挥了工会在
办好职工食堂中的示范引领作

用， 让职工真正享受到了舌尖上
的幸福， 而且工会的普惠性， 也
让职工感受到了 “娘家” 的关爱
和温暖 ， 增强了认同感 、 获得
感、 归属感。 同时， “大食堂”
产生的规模效应， 既可降低食堂
的生产和管理成本， 使饭菜更加
丰富和便宜， 让职工得到了更大
的实惠， 又能将其打造成职工休
闲放松、 读书学习、 开展活动和
展现企业文化的新阵地， 激发出
工作和生活热情。 这样的做法，
值得学习和推行！

□费伟华

汪昌莲： 时下， 一批爆款网
红书店不断涌现。 褪去精致的外
壳， 网红书店怎样才能真正俘获
消费者内心？ 网红书店红得快，
如何才能红得久？ 网红书店， 不
能只有 “颜值 ” ， 更须有 “素
养”， 否则， 难以持久红。 应通
过创新经营模式， 吸引更多的年
轻人走进书店， 提高实体书店的
市场竞争力， 推动书店焕发新的
活力。

老人希望居家养老不想住养
老院， 可子女缺少时间和专业技
能无法照顾，如何化解这个难题？
近两年， 北京市石景山区推行家
庭照护床位建设， 定制的适老化
产品走进家门， 区域内养老服务
机构提供每月12个小时的上门服
务。 （9月22日 《北京青年报》）

照护失能老人是一项繁重又
枯 燥 的 工 作 ， 照 护 者 常 年 被
“拴” 在老人身边， 日复一日的
重压下不但身心疲惫， 还容易出
现精神压抑等多种问题。 养老机
构上门服务， 让长期照护老人的

家庭成员得以 “喘息 ”。 因此 ，
石景山区养老机构上门服务， 实
行家庭养老床位的做法作为现有
家庭养老服务的 “升级版”， 显
然有着极大的现实需求。

养老机构提供每月12个小时
的上门服务 ， 给失能老人家属
“放个假 ”。 “身体放松是一方
面， 最重要的是精神得到释放。”
既可以无后顾之忧又精力旺盛地
投入工作， 生活质量也可以因此
得到提高。 而且， 子女既缺少时
间， 一般也都缺乏专业技能， 照
护工作交给专业的人， 让家属放

心， 也能让老人康复得更好。 由
于相较于入住养老院， 家庭照护
床位没有床位费的成本压力， 一
定程度上也减轻了老年人家庭的

经济负担。 因此， 养老机构上门
服务， 有助于化解失能失智老人
的养老难题， 可以更好地实现老
有所养。 □钱夙伟

疫情暴发以来， 中国石
油工程建设公司约3000名海
外员工正常休假被迫中断 。
在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
司西南分公司， 工会组织举
办了这样一个温暖人心的活
动———说 出 你 的 “ 心 愿 清
单”， 我们为你家人送出 “神
秘礼物”。 （9月21日 《工人
日报》）

在境外工作， 心里最放
不下的莫过于对家人的思念
与牵挂。 而疫情让在境外工
作的员工不能正常回国休假，
与家人团聚， 更是增加了员
工的思乡之情。

工 会 组 织 为 境 外 员 工
“心愿清单 ” 买单 ， 并派送
“神秘礼物” 的做法， 充满了
温情， 写满了爱意。

据了解， 在西南分公司
送出的 “神秘礼物” 中， 有
担心孩子长高被子小了盖不
住， 送儿童被的； 有平时爱
买零食给孩子， 又担心零食
吃多了对牙齿不好送电动牙
刷的； 有感谢岳父岳母倾情
倾力照顾自己小家， 给老人
送生活物品的……

其实， “神秘礼物” 背
后的情感分量， 才是人们最
看重的。 比如， 父母对子女
的爱， 晚辈对长辈的爱， 以
及夫妻之间的体贴与理解等。
可以说， “神秘礼物” 传递
了海外员工和家人之间丰富
的情感。

首先， 给海外员工提供
了一个表达情感的通道。 可
以说， 工会组织给海外员工
家人派送 “神秘礼物” 是一
个很好的创意， 成为一种情
感联系的纽带。 其次， 有利
于促进家庭和谐， 营造家庭
幸福的合力。 海外员工在境
外安心工作 ， 离不开家人
的支持 。 第三 ， 也体现了
工会组织对员工家庭成员的
关爱。

□周开华

国庆节将至， 为严明纪律， 持之以恒纠 “四
风” 树新风， 严防 “四风” 问题反弹回潮， 近日宁
夏回族自治区纪委监委通报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典型问题。 （9月18日 新华社）

□朱慧卿

近日， 美团 （深圳） 旗下公
司深圳象鲜科技有限公司工会第
一届会员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
开， 这意味着， 美团 （深圳） 公
司工会组建 “迈出第一步”。 此
外， 面向滴滴司机的滴瑞工会联
合会、 面向货拉拉司机的货拉拉
集团工会等工会组织， 也相继在

深圳成立。 越来越多的深圳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发现， 他们的 “小
伙伴” 加入了工会， 有了组织的
依靠， 享受 “娘家人” 带来的温
暖。 （9月22日 《工人日报》）

近年来，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
速发展， 外卖员、 快递员等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正越来越多地进入
劳动力市场。 广大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的辛勤工作， 不仅极大方便
了人们的生活， 也促进了经济社
会发展。 但与此同时， 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自身却面临着劳动权益
保障不足的问题。 如何保护好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权益， 让
其享有获得感 、 幸福感和安全
感， 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
保障不足， 客观上既与现行相关
法律不够完善有关， 也与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未能加入工会组织而
得不到 “娘家人” 的关爱有关。

众所周知， 工会本身就是为保护
劳动者合法权益而存在的。 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的保障，
须臾离不开工会组织的发力。 特
别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生俱来
的分散化、 灵活化、 高流动性就
业等特点， 注定了其劳动权益的
保障， 相比于传统劳动者， 难度
更大， 更需要工会组织的出面。

实际上， 也正是鉴于工会在
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
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今年
7月， 全国总工会在全国范围启
动了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集
中行动”， 要求最大限度将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组织到工会中来。
在此语境下， 广东省深圳市总工
会主动作为， 量身定制为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打造 “入会” 改革方
案， 不仅让广大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有了温暖的 “娘家”， 也让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的保障

补足了过去工会不能参与其中的
短板， 这无疑更有助于通过工会
的积极参与， 激活新业态劳动权
益保障的 “一池春水”。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关
系较之于传统劳动关系更为复
杂， 且不少劳动关系的确立和认
定目前法律还没有明确。 显然，
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
不能坐等法律的完善， 需要相关
部门对此进行积极探索。 在这种
情况下， 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
入工会组织， 让工会代表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通过协
商， 及时破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劳动权益保障不足的难题， 也就
至关重要。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
后 ， 工会作为该类群体的 “娘
家”， 完全可以借助自身维护职
工劳动权益的专业优势， 就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客观

存在的不足， 有针对性地向用人
单位提出建议， 并依照职权， 督
导用人单位认真落实保护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的相关规
定。 如此， 不但能在更广泛程度
上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
权益， 也能破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个体维权所面临的专业知识不足
和效率不高等难题， 可谓是一举
多赢。

新就业形态是就业的 “蓄水
池”， 也是民生的 “稳定器”， 及
时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
的保障清除障碍 ， 工会责无旁
贷。 各级工会组织要顺势而为，
加快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
的步伐， 为保障他们的劳动权益
奠定坚实组织基础， 从而有效激
活新业态劳动权益保障的 “一池
春水”， 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没
有劳动权益保障不力的后顾之
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