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感而发

下架

完善立法
让快递服务更加优质

“他加我也加， 想跑也跑不
了” “白天加白班， 不瞌睡； 晚
上加晚班， 睡不着” “大家加，
才是真的加 ， 加班真好 ” ……
近日， 一家互联网公司在办公区
域悬挂的这些鼓励员工加班的标
语， 引发了网络热议。

不可否认， 企业有自主经营
管理权， 在与工会、 劳动者协商
一致后， 适度加班， 是法律所允
许的。 但公然喊出 “加班真好”，
并视其为鼓励职工奋斗奋进的
“企业文化”， 不仅触碰了法律底
线 ， 同时也玷污了 “文化 ” 两
字。 让职工超时加班， 既是对奋

斗精神的背离， 也是对职工身心
健康的漠视。 真正的企业文化，
从来都是尊法守法、 尊重善待职
工的。 职工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
人 ， 企业管理不能把他们当成
“螺丝钉”， 只知道拧紧， 不知道
加油。 一味地超时加班， 只会逼
“螺丝钉” 脱帽摸鱼， 无法帮他
们找到工作的意义、 让他们感受
到作为一名劳动者应有的体面和
尊严。 鼓励职工超时加班， 以透
支其身心健康为代价来发展企
业， 是本末倒置， 竭泽而渔， 不
可持续。

对于超时加班现象， 不能听

之任之， 须综合施策加以整治。
劳动部门要从严监管 ， 刚性执
法， 不给此类行为生存空间。 司
法机关要划出红线和底线， 让胆
敢触碰者、 突破者， 付出相应代
价。 工会组织要加强监督， 发现
问题， 督促企业及时纠正。 劳动
者自身也要勇敢地拿起法律武
器 ， 对超时加班行为 ， 依法说
“不”。

全面依法治国的今天， “加
班真好” 对企业而言不是好的选
项， 这样畸形的加班文化不要也
罢。

□何应洋

付彪： 近日， 广州市人大常
委会经济工作委员会发布公告，
公开征求广大市民群众和社会各
界对 《广州市快递条例 （草案）》
的意见建议。 征求意见截止时间
为11月26日。 面对快递业存在的
新问题， 需要完善立法， 保障快
递安全， 保护快递用户和从业人
员合法权益， 加强对快递企业的
监管， 促进快递业健康发展， 让
快递服务更加优质、 高效。

“加班真好”是一种畸形的企业文化

“截至目前 ， 已组织检测 21批次共 244万款
APP， 累计通报2049款违规APP， 下架540款拒不整
改的APP， 对违规行为持续保持高压震慑。” 工业和
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日前透露， 工
信部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APP违规处理用户个
人信息、 设置障碍、 骚扰用户、 欺骗误导用户等问
题， 纵深推进APP侵害用户权益整治行动， 取得显
著成效。 （11月17日 《人民日报》） □毕传国

20日上午， 宁波慈溪市首家
“爱心粥屋” ———城市物业1号站
正式迎客 。 现场 ， 百余名环 卫
工 人 从 志 愿 者 手 中 接 过 热 气
腾 腾 的 粥 碗 ， 品 尝 了 “爱 心
早餐 ”。 （11月21 日 《宁波日
报》）

严寒的冬季， 环卫工人为了
城市的整洁， 常常起早贪黑不停
地辛勤劳作着 。 有时为了争时
间， 抢速度， 经常啃着冰凉的面
包或馒头， 喝上几口水来充饥，
不仅工作辛苦， 而且也吃不好，

对他们的身体带来了影响。
“爱心粥屋” 虽然没有为环

卫工人提供 “美味佳肴”， 但在
又冷又饿的时候， 能让他们喝上
一碗热乎乎的白米粥、 吃上可口
的小菜 ， 于点滴之间 ， 涵养文
明， 体现了对一线环卫工人的尊
重与关爱， 传递了积极向上向善
的正能量 ， 使人感到暖胃又暖
心。 慈溪市已有102名市民报名
加入到送粥志愿服务队伍之中，
将各显身手， 施展厨艺， 让服务
对象吃上花色品种多、 营养丰富

的早点。 这样的善举， 既让人感
受到了一座城的温暖， 又看到了
敬畏劳动的文明新风， 值得加以
点赞和传颂。

笔者衷心期待 “爱心粥屋”
的 “接力棒” 能够越传越多、 越
传越广！

□费伟华

外卖骑手被要求注册成为个
体工商户， 从而避免和平台形成
劳动关系 ， 让平台规避雇主责
任 ， 以达到避税 、 避社保的目
的， 而外卖骑手因为其 “个体工
商户 ” 身份 ， 一旦产生劳动争
议， 将很难获得法律的保护。 这
种情况目前不在少数， 且有蔓延
趋势。

据光明网等媒体报道， 公益
机构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

研究中心不久前发布 《外卖平台
用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 （下称
《外卖用工报告》）， 报告中指出，
目前全国有超过190万家经营范
围包含外卖递送服务的个体工商
户， 具体而言， 通过灵活用工平
台 “好活” 注册的疑似骑手个体
户最多， 高达81.40万； 通过 “订
个活 ” 注册的次之， 也达49.86
万， 此外， 平潭达顺、 薪起程等
灵活用工平台的疑似骑手个体户
数量也均过万。

有专业人士指出， 外卖骑手
变身个体户是外卖平台和灵活用
工平台的共同安排， 目的是逃避
雇主责任。 注册为个体户的作用
通常是避税、 避社保， 但在我国
法律框架下， 一旦骑手成为 “自
担风险、 自负盈亏” 的个体工商
户， 就意味着失去了 “劳动者”
主体资格， 不能再受到劳动法的
细致保护。

实际上， 平台企业为了规避
对外卖骑手的雇主责任， 先前已
经挖空心思琢磨出了不少 “甩锅

招数”， 比如让餐馆自行雇佣外
卖员进行配送、 允许穿着平台马
甲的 “专送模式”。 还有， 通过
众包服务公司与骑手签协议、 给
平台干活的 “外包模式”。 这些
都在外卖平台和骑手之间筑起了
一道 “防火墙”， 即使出现劳动
争端和骑手生产安全事故， 平台
因为与骑手之间无明晰劳动关
系， 亦可以全身而退。 而且这些
招数让外卖平台大大节约了用工
成本， 帮助其坐稳了 “轻资产、
毛利高 、 日进斗金 ” 的优越地
位。

让骑手注册成个体工商户，
则是平台方近来推出的一个更加
巧妙的 “甩锅马甲”， 与先前的
招数相比， 这个 “马甲” 在法律
上破绽更少 ： 根据我国现行法
律， 个体工商户具有自担风险 、
自负盈亏的性质， 决定了其无法
受到 《劳动法》 保护， 故经此设
计， 上游外卖平台和中游配送商
向外剥离的人力成本、 层层隔离
的用工风险， 最终全部落到了下

游作为个体工商户的专送骑手身
上， 而且按现行法律， 骑手寻求
劳动仲裁等司法救济时， 也将遇
到极大的困难。

有专业机构还检索了近5年
来与外卖平台骑手认定劳动关系
几乎所有的司法判决 ， 共 3277
份。 统计发现， “专送模式” 下
骑手劳动关系认定出现明显困
难， 专送骑手认定劳动关系的比
例从100%降至58.62%； 而外卖平
台转为外包后， 被认定为用人单
位的概率从100%骤降至 0.32% ；
如果转到 “个体户” 模式时， 能
认定劳动关系的可能性则接近
为0。

事实上， 外卖骑手即使注册
成为了个体工商户， 其成为老板
的概率还是极低的， 绝大多数外
卖员只是顶着个个体户的帽子，
干着是送外卖的生计， 他们事实
上是在给平台工作， 但在法律上
却迟迟无法获得 “名分”。 近年
来，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
遇到的诸多困难， 亦与此有直接

的关系。
我们当然要客观地认识到鼓

励平台经济发展对于宏观经济的
重要性， 但也不能无视其刻意规
避雇主责任、 损害广大劳动者合
法权益的危害性， 在一个依法治
国、 以人为本、 人民至上并且正
在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大国来
说， 听任数以百万计的基层劳动
者无法获得本来属于他们的劳动
权益而无所作为， 则是难以想象
的。

对此， 今年7月， 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了 《关
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
障权益的指导意见》， 明确反对
诱迫外卖员、 快递员等注册成个
体工商户等行为。 但解决这一群
体劳动权益维护窘境的根本之
策， 还是在于要从法律上明确平
台企业的责任， 严禁这种 “换马
甲、 逃责任” 行径， 探索劳动者
保障义务的分担方式， 严防各方
“踢皮球”， 不要让劳动者陷入欲
哭无泪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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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流： 日前， 人社部依据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制定
出台 《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
惩戒对象名单管理暂行办法》，自
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拉黑欠薪
单位，还须打惩戒“组合拳”。 首
先，实现农民工实名用工、按月发
工资、 建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全覆盖。 同时，对于克扣、无故拖
欠农民工工资， 达到认定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罪数额的， 列入拖欠
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
单，实行联合惩戒。

外卖骑手一旦被注册
成了个体工商户 ， 其与平
台企业认定劳动关系的可
能性 ， 就会降到几乎为0。
必须当心平台 “换个马甲”
继续侵害本来属于劳动者
的合法权益。 当务之急是，
要严禁这种 “换马甲 、 逃
责 任 ” 行 径 ， 严 防 各 方
“踢皮球 ”， 不要让劳动者
陷入欲哭无泪的境地。

□周兴旺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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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黑欠薪单位
还须打惩戒“组合拳”

今年 “双 11” 已鸣金落
幕。 11月18日， 中国消费者协
会发布2021 “双11” 消费维权
舆情分析报告。 报告显示， 今
年 “双11” 促销活动期间， 价
格争议、 虚假发货、 平台问题
等最受关注。 中消协建议， 应
持续强化对电商营销促销中违
法违规行为的监督管控， 鼓励
并引导电商平台及相关主体寻
找并构建更具诚意、 更少套路
的商业模式， 呵护更加多样、
更重品质的消费诉求。 （11月
19日 《北京青年报》）

促销是正常的商业行为，
只要运用得当， 不但可以让消
费者得实惠， 也可以让商家获
利，进而拉动消费，推动电商行
业在多赢的良性循环中更加行
稳致远。不过，这种多赢效应的
出现， 还须以商家的促销行为
不踩踏法律红线、 始终保护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为基本前提。

商家搞花式促销， 既侵害
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选择权和
公平交易权， 也涉嫌虚假广告
宣传， 系典型的价格欺诈。 我
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和
《广告法》， 均对此明令禁止，
并设置了严肃的法律责任。 比
如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规
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有欺诈行为的， 要对消费者承
担3倍费用的赔偿责任。 面对
严肃的法律责任， 商家更应多
些诚意， 不能一意孤行地在促
销中用套路忽悠消费者。

对于商家的不法促销行
为， 虽然有必要重塑商家的自
律意识， 但更重要的是要依法
依规地对其祭出惩戒利剑， 让
其在罚到肉疼的压力下， 主动
把促销行为规范在法律的框架
内。 同时， 也要进一步畅通维
权渠道， 降低维权成本， 激发
消费者对商家套路式促销行为
用脚投票的内生动力。 只有循
法而行， 电商的套路式促销才
没有滋生土壤。 □张智全

“爱心粥屋”体现对环卫工的关爱 电商促销只有循法而行
才能行稳致远

骑手注册成个体户，当心平台“换个马甲”侵害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