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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工会法治体检团”让劳动关系更和谐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陶象龙： 据媒体报道， 浙江
省宁波市近日正式上线 “放心
充” 服务平台， 有效解决预充办
卡 “退卡难” 等群众日常消费堵
点痛点， 首批已有近200家门店
入驻该平台。 宁波市上线 “放心
充” 服务平台， 是有益尝试， 给
消费者吃了一颗 “定心丸”。 同
时， “放心充” 服务平台不仅保
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而且商
家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 更是在
社会层面做出了良好的示范。

劳动者异地维权需要更广泛的法律援助
工会有完善的组织体

系 ， 有足够的社会影响 ，
有整合各种资源的能力及
传统的合作关系 ， 更有为
劳动者维权的责任 ， 发挥
作用有很大的空间 。 叫响
“有困难找工会 ” 的口号 ，
也应该体现在法律援助上。
工会作用与司法力量相结
合， 劳动者维权将更有效。

□张刃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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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充”服务平台
是有益尝试

“野蛮装修”

让急救成为国民教育“必修课”

“食品级”化妆品
只是营销噱头

“能级工资”
实现企业职工双赢

今年， 北京石景山区总工会
成立工会法治体检团， 为企业量
身定制专业化法律服务， 帮助企
业 “把脉开方 ”， 健全规范化 、
系统化的劳动用工管理模式， 增
强法治意识、 风险意识和依法治
企的能力， 从源头上维护职工合
法权益， 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稳
定。 （10月19月 《劳动午报》）

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 总会
遇到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 特
别是一些小微企业由于规模小、

人手少， 不可能具有方方面面的
管理科室和人员， 很容易出现法
治的 “盲目”。 有时甚至因缺乏
必要的法侓知识和能力， 导致生
产管理和劳动关系等方面的法律
风险， 直接影响了企业的健康发
展。

笔者以为， 石景山区总工会
从实际出发， 组成 “法治体检”
团队深入企业 “问诊把脉”。 不
仅关口前移， 以菜单式体检服务
模式 ， 帮助企业找出了管理的

“痛点”， 打通了职工依法维权的
“堵点”， 而且通过 “一企一策”
“一事一方” “一对一” 的精准
专业化法律服务， 有效化解了企
业管理和劳动关系等方面的矛盾
和纠纷， 维护了职工合法权益，
助力企业构建了和谐的劳动关
系。 同时， 工会的主动和创新作
为 ， 也增强了工会组织的吸引
力、 影响力和凝聚力。 这样的做
法， 值得学习和推行！

□费伟华

付彪： 当前， “食品级” 化
妆品宣传充斥市场， 商家宣称这
类化妆品原料都是 “无添加 ”
“纯天然 ” 的 ， 不仅安全有效 ，
甚至还能直接食用。 对此， 国家
药监局18日对外发布 ， “食品
级” 化妆品是对消费者的误导。
不难看出， 市场上所谓的 “食品
级” 化妆品， 不过是商家的一种
营销噱头。 因此， 作为消费者，
应该提高自己的辨别能力， 多点
消费理性， 少点盲从心理。

“我们公司现在实行
‘ 能 级 ’ 工 资 制 ， 员 工 的
‘薪’ 情越来越好， 参与劳动
竞赛的劲头也越来越足了。”
日前， 陕西西安通益房地产
资产评估测绘咨询集团有限
公司工会主席王亮亮开心地
表示，他和其他职工的收入增
长得益于今年年初公司开展
的“能级工资”集体协商。 （10
月18日 《南方工报》）

据媒体报道， 今年， 西
安市莲湖区北院门街道总工
会探索创新集体协商机制 ，
将 “能级工资” 纳入协商内
容 ， 重点将职工技能等级 、
专业技术职务与薪酬挂钩 ，
突出多劳多得 、 能劳多得 、
技高多得的分配原则。 比如，
职工在四岗三级内实行岗位
工资＋补贴＋绩效奖金， 在三
级内每升一档， 每月增加相
应档位的岗位工资； 获得相
应技术职称， 每月增加技能
补贴200-800元。

自开展“能级工资”集体
协商后， 职工学技术积极性
高涨， 技能水平普遍提高，职
工普遍涨了工资。大家真切感
受到只要多学技能，努力工作
就能得到企业的认可和尊重，
还能多挣钱，何乐不为？企业
虽然多发了工资，但有效激发
了职工创新创造积极性，有更
多的职工技术创新成果运用
于生产经营中，企业经济效益
得以明显提升。可以说，企业
和职工都是受益者。

从 某 种 意 义 上 来 说 ，
“能级工资” 的实施， 受益最
多的还是一线技术工人， 让
他们薪情向好 ， 心情更好 。
一方面可以激励职工钻研技
术， 提升技能人才待遇水平
和社会地位， 增加技术工人
职业荣誉感； 另一方面实际
上也起到了帮助企业培育 、
吸引和留住急需的技能型人
才的作用。 “能级工资” 的
推广因各企业情况不同， 不
可能通用一个模式， 但这种
思路和做法值得参考和借鉴。

□周家和

国庆假期过后， 又一则关于业主 “野蛮装修” 的
消息登上了互联网热搜———8月， 浙江杭州某小区一
户业主在装修自家房屋时， 敲掉了承重墙， 导致整栋
楼变成D级危房。 10月， 因涉嫌过失以危险方式危害
公共安全罪， 该户业主、 包工头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 “承重墙” 为关键词检
索， 可以发现此类案例已经是屡见不鲜。 （10月19日
《科技日报》） □王铎

市场经济条件下， 劳动力的
流动已成常态。 劳动者离开户籍
所在地到异地就业是普遍现象，
一旦发生劳动争议， 涉及责任、
权益问题 ， 常常由于户籍所在
地、 务工地或用人单位驻地的不
同而产生异地维权问题。 尽管各

地工会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积
极提供法律援助， 但面对异地维
权也往往有心无力， 甚至无奈。

职工群众的需要就是工会努
力的方向。 各地工会纷纷发挥组
织优势， 建立工会法律援助异地
协作机制， 帮助劳动者解决异地
维权问题。 这样的协作大到数十
个城市工会 “联盟”， 小到不同
城市所辖区域之间的合作， 规模
虽有大小， 但都约定对彼此之间
外出务工的劳动者进行法律援助
联动。

不同城市、 区域的工会组织
联手异地维权， 对于外出务工劳
动者无疑是个好消息。 劳动者的
弱势地位 、 合法权益的屡遭侵
害、 维权成本的居高不下， 这些
困扰劳动者的问题， 都有望在联
手异地维权行动中得到解决， 至

少有所缓解。
不过， 欣喜的同时， 我们还

须冷静地审视一下工会 “联盟
式” 法律援助行动的效果， 探讨
一下它之所以产生的原因， 以及
与之相关或延伸的问题。

从法律自身和法律实施的角
度看 ， 城际 、 区域工会 “联盟
式” 法律援助行动既是一个现实
的考虑， 也是某种无奈的选择。
以讨薪问题为例，说其现实，是因
为国务院发布的《法律援助条例》
规定， 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
人“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应向支
付劳动报酬的义务人住所地的法
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就是说，
讨薪只能在务工地或欠薪者住所
地求援，如果人与事不在一地，势
必增加讨薪成本，甚至得不偿失，
而城际、 区域工会 “联盟式” 法

律援助则有效减轻了劳动者的负
担。 说其无奈， 是因为劳动者维
权并不只是讨薪， 可能涉及许多
方面， 如果各地法援、 执法尺度
不一， 力度不同， 工会 “联盟”
维权恐怕也难解决问题。

法律的实施在任何地方、 对
任何人都应该是平等的 、 有效
的， 法律援助也不应该由于属地
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只是鉴于现
实， 不得不以工会 “联盟” 的方
式 “弥补”， 而这种方式在法理
上是有缺陷的。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 部分城
市、 区域工会 “联盟式” 法律援
助行动， 惠及这些城市、 区域的
劳动者， 那么， 其他地方、 更多
的劳动者需要异地法律援助时又
该怎么办？ 求助于谁？ 这是一个
十分现实的问题。 特别是经济欠

发达、 法治较薄弱地区的劳动者
维权问题， 甚至可能更严重、 更
紧迫。 并且， 随着就业的分布和
劳动力的流动， 会有更多的法律
援助案件需要跨地区办理， 只有
部分城市、 区域的 “联盟” 显然
是不够的。 因此， 打破地方行政
“壁垒”， 建立全国性的法律援助
网络， 乃至修改相关法律规定都
显得必要了。

实现为劳动者维权法律援助
全国 “一盘棋”， 工会大有可为。
工会有完善的组织体系， 有足够
的社会影响， 有整合各种资源的
能力及传统的合作关系， 更有为
劳动者维权的责任， 发挥作用有
很大的空间。 叫响 “有困难找工
会” 的口号， 也应该体现在法律
援助上。 工会作用与司法力量相
结合， 劳动者维权将更有效。

心肺复苏 、 海姆立克急救
法、 外伤包扎以及除颤器的使用
操作……为普及社区居民的应急
救护知识、 提高自救互救能力，
10月16-7日， 山西省太原市龙城
街道保利香槟社区联合保利红色
物业、 市红十字会等， 举办 “人
人学急救、 急救为人人” 专题培
训， 参训居民收获良多， 提高了
应对突发事件和意外伤害的应变
能力和自救能力 。 (10月 19日
《太原晚报》)

急救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安
全， 急救知识也并非医护人员的
“专利”， 是普通人在关键时刻挽

救生命的 “法宝”。 应急救护知
识和技能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
政府、 社会、 民众的长期支持与
参与。 首先要将民众急救知识普
及培训纳入政府为民办实事项
目， 纳入精神文明建设、 应急管
理体系建设等考核内容； 其次政
府应要求各有关部门列入本单位
购买服务内容， 建立多方协调保
障机制， 加大对急救知识普及培
训工作经费的投入力度， 促进各
级政府、 各有关部门重视并履行
相应职责。

总之， 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技
能是社会责任。同样，每个人都要

认识到急救的重要性， 把学习急
救知识当做一种社会责任， 不幸
才能少些， 生命保障才会多些。

同样， 全社会齐发力， 让急救成
为国民教育 “必修课”， “健康
中国” 才能稳步前行。 □沈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