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北京市人社局与市发
改委、市商务局联合印发《关于公
开征集北京市员工制家政服务企
业（2022年度）名单的通知》，在全

市范围内公开征集员工制家政服
务企业。 此举旨在通过在家政服
务行业推行员工制， 实现市场主
体自律守信、规范经营，打造家政
服务劳务品牌， 更好地为首都经
济高质量发展服务 。 （11月9日
《劳动午报》）

这条消息看起来是政府部门
对家政服务企业的行政行为，实
际上是体现了对家政服务劳动者
和雇主权益的维护。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活
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于家政服务
的需求日益增长， 据统计， 全国
家政服务业从业人员已经超过
2800万人 。 如此庞大的就业群
体， 主要用工方式却是中介制，
即从业者作为个体劳动者， 家政
服务公司只是在从业者与雇主间
“牵线搭桥”， 收取中介费， 不对
从业者的权益保护和技能培训负

责。 在市场需求不断增加的背景
下， 中介费居高不下， 服务质量
却难以保证。 尤其重要的是， 家
政工通过中介公司与雇主之间建
立的是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
一旦发生纠纷或事故， 公司、 雇
主、 员工三方的权利义务很难界
定。

为了规范家政服务市场 ，
2019年国务院下发 《关于促进家
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意见》（简称
“家政36条”），其中就包括推行家
政服务企业员工制模式， 使家政
企业成为雇主与家政服务员之间
的“桥梁”，形成较为完善的三方
协议，通过合同形式落到纸上，以
保障各方面权益。 此举受到社会
关注。

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 是指
直接与消费者（客户）签订服务合
同， 与家政服务人员依法签订劳

动合同或服务协议并缴纳社会保
险费， 统一安排服务人员为消费
者（客户）提供服务，直接支付或
代发服务人员不低于当地最低工
资标准的劳动报酬， 并对服务人
员进行持续培训管理的企业。

从以上定义不难看出， 对家
政服务从业者而言， 实行了员工
制， 自己就是企业的人， 与企业
形成了有合同约束的劳动关系，
工作是受企业派遣去为雇主服务
的， 即所谓 “劳务派遣”。 厘清
了这层关系， 权益有了保障， 当
然是利好。 况且， 还有最低工资
保障、 社会保险、 技能培训， 可
谓利好加更好。

对家政服务雇主而言， 接受
服务的工作对象不再是个人，而
是企业， 把过去扯不清的三方关
系转换为双方关系， 问题简单明
了许多。有矛盾、纠纷可以去找派

遣服务的公司；发生事故也有“公
家” 应对， 避免了许多扯皮的问
题。况且，公司对员工提供技能培
训，服务质量也有了保障，当然也
是利好。

面对家政服务劳动力市场职
业化、 细分化的发展趋势， 加之
“养老 ”与 “育小 ”的双重需求扩
大， 供需差异势必导致家政服务
行业从业者缺口矛盾继续凸显。
现在的问题是， 对各方利益更有
保障的“员工制”企业在整个家政
市场中占比很低。 “家政36条”的
出台， 是国家规范家政服务业发
展的重要举措， 推行家政企业员
工制是其中关键一环。 北京市公
开征集“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
目的就在加快推进步伐， 更多更
好造福劳动者和人民群众， 有远
见的家政服务企业主动申报，也
是对自己的发展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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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学安： 盲盒隐藏款抽中概
率不明、 产品分布规则不明， 有
侵害消费者知情权之嫌———这是
深圳市消委会近日公布的 “手办
盲盒” 消费监督调查结果。 盲盒
经济不该成为监管盲区。 而要规
范盲盒市场， 首先要为盲盒市场
立规矩 ， 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 制定专门的盲盒生产销售规
范， 规定盲盒的信息明示制度，
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面对家政服务劳动力
市场职业化 、 细分化的发
展趋势 ， 加之 “养老 ” 与
“育小 ” 的双重需求扩大 ，
供需差异势必导致家政服
务行业从业者缺口矛盾继
续凸显 。 现在的问题是 ，
对 各 方 利 益 更 有 保 障 的
“员工制” 企业在整个家政
市场中占比很低 ， 北京市
公开征集 “员工制 ” 家政
服务企业 ， 目的就在加快
推进步伐 ， 更多更好造福
劳动者和人民群众。

□张刃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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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盲盒市场
立规矩

套路

“匿名社交”
不能替代现实世界

据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
保 障 厅 网 站 消 息 ， 为 健 全 完
善 劳动保护制度 ， 维护高温 和
低 温 条 件 下 劳 动 者 的 合 法 权
益， 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吉
林省多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发布
全省高温和低温津贴标准的通
知》 （下称 《通知》）。 《通知》
明确了具体标准、 适用范围、 支
付办法和有关要求。 （11月8日
中工网）

无论是高温津贴还是低温津
贴 ， 都事关着劳动者的切身权

利。 但通过媒体报道以及劳动者
的切身体会来看， 此类津贴落空
现象一定程度存在。 好政策需要
暖人心， 低温津贴更不能成为一
纸空谈。 对于此， 需要规定的进
一步细化。 此外， 落实好低温津
贴需要多部门联合发力。 吉林省
的 《通知》 就明确， 各级人社、
财政、 卫生健康、 应急管理、 工
会 、 企业联合会 /企业家协会 、
工商联要认真履行职责， 加强高
温和低温津贴的监管和政策宣传
解读， 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和身体健康。
从劳动者的角度来讲， 应该

明晰自己的权益。 低温津贴是劳
动者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
部门、 用人单位以及社会舆论应
该共同关注这一问题， 但是作为
劳动者自身， 也应该注重自身权
益的保护， 一方面要加强对劳动
法律法规的保护； 另一方面当自
身权益受到侵害时， 也应勇于据
理力争， 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
的权益。

□杨玉龙

张西流： 随着匿名社交的蓬
勃发展， 各大匿名社交软件迅速
完成用户积累， 某匿名社交App
所属公司发布的 《2020年新世代
社交趋势洞察 》 报告中透露 ，
“95后” “00后” 等是其用户主
力。 一项调查显示， 35.52%受访
大学生表示自己曾使用过匿名社
交应用， 90.69%受访者认为匿名
社交存在一定风险 。 “匿名社
交”， 不能替代现实世界。 面对
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 以及多元
化的社交手段， 监管部门要切实
履行职责， 净化网络风气。

11月2日， 在北京市朝阳区
一处快递驿站内， 工作人员给新
到的快递贴签入库， 随后再配送
至客户手中。 按国家邮政局的部
署， 这次快递旺季将从2021年11
月初持续至2022年春节前夕， 共
计92天。 天眼查数据显示， 我国
现有超150万家快递物流相关企
业 。 据不完全统计 ， 截止到10
月， 今年快递物流相关融资事件
达到38起， 融资金额超500亿元。
（11月9日 《工人日报》）

毋庸讳言， 为了应对快递业
旺季， 一些快递物流企业纷纷采
取了临时招兵买马， 扩充仓储面

积，增加分拣处理能力等举措。但
相比之下， 对快递小哥的关爱并
没有随之明显增加。事实上，快递
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 快递数量
的增加， 最后都要落到快递小哥
多跑、快跑身上，他们最累。 在快
递业旺季， 倍加关爱快递小哥也
应得到各方高度关注并切实行动
起来。

笔者以为， 快递业旺季倍加
关爱快递小哥，除了按劳分配、合
理提高薪酬外， 还应给他们更多
的尊重和理解。比如，有的因为路
上堵车送货延迟，而被客户投诉、
差评、受罚；有的因收件地址本身

不清楚原因而遭客户辱骂等等，
让快递员不仅受累，还受委屈。

笔者建议，不只是快递企业，
全社会都应该用更多关爱来温暖
快递小哥的敬业之心， 给他们多
一些理解和人文关怀， 维护他们

应有的劳动保障权益。 同时， 也
希望消费者在快递业旺季， 快件
稍有延迟能多一些宽容， 收到快
件时说一声谢谢， 来一个好评，
让他们跑得开心、 安心、 舒心。

□周家和

“换季清仓， 大牌直降”
“超级秒杀， 0点开抢” “您的
预售订单还在等您付款” “你
的××购物金已到账 ， 点击链
接领取” ……随着 “双十一”
促销大战序幕的拉开， 不少注
册为购物会员的消费者， 总会
遭到商家的推销短信 “轰炸”。
有的消费者不堪其扰， 特意为
此安装了 “垃圾短信” 屏蔽软
件， 但是部分推销短信还是能
绕开软件的拦截， 纷至沓来。
（11月8日 《北京青年报》）

注册成为会员一时爽， 短
信 “轰炸” 没商量。 几乎每到
“双十一” 购物 “狂欢节”， 向
消费者 “轰炸式” 地推送营销
短信， 已成为商家的惯例。 对
于商家这种已涉嫌多种违法的
短信推销 “轰炸” 行为， 监管
部门更要主动出击， 以严肃执
法所彰显的威慑力， 倒逼商家
不得踩踏法律红线。

《民法典》第1032条对私人
生活安宁作了相关规定， 消费
者依法享有安宁权。 商家为谋
利 “轰炸式” 地发推送营销短
信，已侵犯了消费者的安宁权。
不仅如此， 这种营销行为还涉
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
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明确
规定， 未经消费者允许推送商
业信息和广告宣传属于违法行
为。面对不可逾越的法律底线，
商家必须依法相向而行， 才是
应有的正确策略。

若要有效遏制商业促销中
的 “短信轰炸”， 就必须让监
管长出 “钢牙利齿”。 监管部
门应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
和营造放心消费环境的高度，
综合考虑 “轰炸式” 推送营销
短信的危害后果， 用足用活现
有的法律法规， 并引入惩罚性
赔偿机制， 切实解决违法成本
低的问题， 让商家痛到不敢再
犯。 用户也要主动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促使 “未经同意不得
发送短信 ” 的铁规更有约束
力。 唯有如此， 让消费者告别
促销短信 “轰炸” 的愿景才能
真正可期。

□张智全

低温津贴不能成为“一纸空谈”

快递业旺季更要关爱快递小哥 遏制“短信轰炸”
需要监管长出“钢牙利齿”

加快推进家政服务企业“员工制”的步伐

为了参加 “双11”， 消费者不仅要弄懂比奥数还
复杂的满减、 满赠、 红包、 礼券规则， 还得把自己练
成福尔摩斯， 识破其中的套路。 这不是消费者应该承
担的责任， 也不是放心消费应有的良好环境。 对此，
平台经营者首先要承担主体责任。 其次， 监管部门也
要监测大促期间可能出现的虚假宣传、 虚假促销、 价
格欺诈等违法行为。 （11月8日 《经济日报》）

□朱慧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