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愿世间再无差评、超时”“油
价不要再上涨”“好好吃饭”……
这是外卖骑手们贴在 “荔城骑士
职工之家” 倾诉墙上的一些小心
愿。近日，泸州首个外卖送餐服务
行业“职工之家”阵地建成投入使
用，得到骑手们的一致好评。 （11
月27日 《四川工人日报》）

“荔城骑士职工之家”之所以
得到骑手们的一致好评， 是泸州
各级工会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集
中的物流园区、电动车充电站、快
递配送服务站等区域， 依托行业
工会组织、行业主管部门，立项建
设了一批“职工之家”服务阵地。
这可以说是在原有的 “爱心驿

站”、户外劳动者“服务站”“体验
站”的基础上，服务质量有了新的
提升，也可以说是升级版。

“荔城骑士职工之家” 不仅
设置了休息区域， 还设置了供聊
天 、 充电 、 游戏 、 健身等功能
区域。 骑手们不只是累了可以歇
歇脚、 烦了可以聊聊天， 更是可
以拿起手柄玩个游戏， 摆好棋盘
来次对弈， 放松身体做个按摩，
在这里还能乐享阅读和接受安全
教育、 技能培训等， 可谓是进了
“职工之家” 犹如就到了家的感
觉， 心里暖暖的。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经济、平
台经济发展，外卖骑手、快递小哥

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迅猛增
加。原有的“职工之家”建设项目
和内容， 势必要扩张至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群体。 各级工会只要像
泸州市总工会那样用心建好骑手

“职工之家”，做好贴心“娘家人”，
那么不仅会有更多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要求加入工会， 而且会让这
些新入工会的劳动者有更多获得
感和幸福感。 □周家和

在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温暖
行动” 服务月活动开展之际， 陕
西省总工会近日发出 《劳动法律
监督提示函》， 提醒全省快递企
业要切实保障快递员群体的合法
权益 ， 促进快递业持续健康发
展。 （11月26日 《工人日报》）

陕西省总工会此举， 再度引
起读者对工会 “两书” 制度的关
注， 认为是新的发展。

市场经济条件下， 劳动关系
契约化、 多样化、 复杂化， 催生
了工会 “两书 ” ———《工会劳动
法律监督意见书》 和 《工会劳动
法律监督建议书》 制度的建立。
这一制度旨在当工会发现用工单
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 侵犯劳动
者合法权益时， 以书面形式向用
工单位提出意见、 建议， 要求用
工单位进行改正。 否则， 工会可
以向劳动执法部门提出报告， 建
议劳动部门依照法律规定进行查
处。

工会 “两书” 制度不是工会
组织的 “自说自话”、 一家之言，
而是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
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和《中国
工会章程》而设立的，是名正言顺
的依法办事。在这个问题上，用工

单位、 劳动部门都不能轻视、无
视， 这也正是工会实施劳动法律
监督的 “底气” 所在。

说陕西省总工会此举是 “两
书” 制度的新发展， 是指在他们
在意见书、 建议书之外， 又创新
了提示函， 可以理解为工会为劳
动者维权行动的 “关口前置 ”
———先提示 ， 再建议 ， 诚可谓
“先礼后兵”， “勿谓言之不预”。

陕西省总工会的提示函明确
提出了8条注意事项， 涉及劳动
报酬、 用工形式、 劳动安全、 社
会保险， 以及关心关爱快递员、
支持工会工作、 开展民主管理和
集体协商， 可谓面面俱到， 却又
处处点到 “关节”。 譬如， 在用
工形式方面， 提出 “鼓励企业直
接用工， 提高自有员工比例； 依

法保障劳务派遣、 外包形式劳动
者权益”。 这在快递行业劳动关
系普遍模糊的背景下， 很有现实
针对性； 又如， 提示函提醒快递
企业， “在制定修订平台进入退
出、 订单分配、 计件单价、 抽成
比例、 报酬构成及工资支付、 工
作时间、 奖惩等直接涉及劳动者
权益的制度规则和平台算法时，
充分听取工会或劳动者代表的意
见建议， 将结果公示并告知劳动
者”， “响应工会或劳动者代表
提出的协商要求， 开展集体协商
并提供必要的信息和资料”。

这些提示， 对于快递员群体
无疑是非常现实的权益问题， 也
是提醒快递平台必须引起重视的
问题。 更重要的是， 提示函 “超
越 ” 了限于劳动法律监督意见

书、 建议书的内容， 提出了与劳
动者权益、 工会工作密切相关的
更广泛的话题， 是对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权益维护进一步深化的有
力推动， 为日后开展工作打下了
基础。

工会以书面形式就劳动法律
保障监督问题发出提示、 意见、
建议， 是 “立此存照”、 有据可
查的正式文书， 比口头形式更具
正规意义和实际效果。 各级工会
都应该充分运用好这个制度， 结
合自身职责， 主动加强与政府有
关职能部门的协作， 发挥好各方
面积极性 ， 协调推进 ， 形成合
力， 并在新的实践中不断摸索、
总结新的做法和经验， 切实充分
发挥工会劳动法律保障监督作
用， 更好地为职工群众服务。

■长话短说

■网评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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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针未尖 ： “把烟扔掉和我牵
手。 ”日前，短视频平台一些“弹烟
牵手”视频引发关注，还有不少网
友跟风拍摄闺密版、兄弟版的“弹
烟牵手”视频。 这些“弹烟牵手”视
频的拍摄场景有路边、楼道、室内
等，有的香烟未点燃，拍完视频后
马上被捡回， 但有的被丢到地上
溅起火星。对此，多地消防发文提
醒该行为存在火灾隐患。拍摄“弹
烟牵手”视频如果引发火灾，换来
的绝对不是浪漫，而是处罚。

工会以书面形式就劳
动法律保障监督问题发出
提 示 、 意 见 、 建 议 ， 是
“立此存照 ”、 有据可查的
正式文书 ， 比口头形式更
具正规意义和实际效果。

□张刃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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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烟牵手”
错把危险当“浪漫” 助老智能屏

推进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是一项惠民之举

甘肃省近日启动2021年根治
欠薪冬季专项行动。 本次行动在
聚焦工程建设领域和其他欠薪易
发、 多发行业企业的同时， 将校
外培训机构 、 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 因疫情影响停工停产企业列
入重点 。 (11月 27日 《工人日
报》)

从根源上看， 治理拖欠农民
工工资问题， 是一个确保劳资双
方权责对等、 依法维护劳动者权
益的法治问题。 就防止拖欠劳动
者工资而言， 在目前的境况下，
各级管理部门、 监督部门要承担

起做劳动者 “强势维权代表” 的
责任， 特别是要从制度层面进行
发力， 加快建立确保农民工拿到
“辛苦钱” 的长效机制， 努力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 从根本上实现
不敢恶意欠薪、 不能恶意欠薪。

此外， 还要完善劳动保障监
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
制， 健全劳动保障监察机构、 公
安机关、 检察机关、 审判机关间
信息共享、 案情通报、 案件移送
等制度 ， 依法处置拖欠工资案
件， 对恶意欠薪涉嫌犯罪的依法
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切

实发挥刑法对打击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犯罪行为的威慑作用。

毋庸置疑， 治理欠薪顽疾，
行政手段 、 司法手段一个不能
少， 即在制度设计上安排更多保
障方式， 在救济上提供更多有效
渠道， 在监管上加大保护力度，
在问责上提高违法成本， 使农民
工工资变成谁也不敢触碰的 “高
压线”。 有法治保障、 治理给力，
就能把农民工合法权益维护好、
劳动尊严捍卫好， 就能让他们体
面劳动、 舒心工作。

□沈峰

吴学安： 据媒体报道， 国家
卫生健康委日前就 《医疗机构检
查检验结果互认管理办法》 向社
会征求意见， 拟规定在一定前提
下 ， 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
认， 这是惠及广大老百姓的重大
利好消息。 实行医院检验结果互
认， 是一件利于患者的好事， 让
患者省钱省时省力， 能有效避免
国家卫生资源的无端浪费， 提高
医院服务的效率和能力， 完善医
疗质量安全体系。 这样的 “惠民
之举” 无疑值得点赞。

近日， 江苏省家庭服务业
协会发布 《员工制家政服务企
业建设规范 》， 从劳动合同 、
服务协议、 社会保险、 工资支
付、 技能培训等方面对员工制
家政企业建设进行规范。 这是
全国首个省级员工制家政企业
建 设 规 范 性 “团 体 标 准 ” 。
（11月24日 中工网）

用员工制取代中介制，一
直被认为是解决家政业问题的
良方。中介制家政企业，只为用
户与家政员提供居间服务，企
业通过职业介绍获取收益，家
政员的劳动报酬由用户直接支
付。员工制家政企业，直接与消
费者签订服务合同， 与家政员
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或服务协
议，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统
一安排家政员为消费者提供服
务， 直接支付家政员不低于当
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
并对其进行持续培训管理。

实行员工制， 让劳动者成
为企业的一员， 大幅提升了他
们的职业归属感， 减少了流动
性，有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对
消费者而言， 一旦与家政员发
生纠纷，可找企业协商解决，有
利于维护自身的权益。近年来，
在政策的支持下， 一些家政企
业已开始向员工制转型。 但由
于长期以来积累的问题较多，
且存在服务标准不统一， 家政
员权益不明确等问题， 亟需建
立行业规范。 这次江苏省发布
的规范，通过明确相关标准，引
导员工制家政企业规范发展，
更好地保障家政员的各项合法
权益。

坚持问题导向， 在充分调
研论证的基础上， 有针对性地
从推进家政企业规范发展以及
维护家政员合法权益出发， 出
台具体明确的规范加以规制，
既是一种求真务实的工作态
度， 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工作
方法， 值得称道点赞， 给我们
当下如何维护好包括家政员在
内的新业态劳动者合法权益，
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相
信随着这一 “团体标准” 的落地
实施， 可以让劳动者有更多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何应洋

用责任担当为劳动者“护薪”

建“骑手职工之家”，做贴心“娘家人” 为员工制家政企业“定规矩”
让劳动者有更多获得感

充分发挥工会劳动保障法律监督作用

“语音控制的助老智能屏， 简单实用， 特别是自
己在家时， 可以同它聊天， 用它学习、 上健身课……
有时感觉它比闺女还亲， 如同 ‘贴心小棉袄’。” 近
日， 作为体验过一段时间AI智能语音系统的用户， 北
京国风美唐社区广场舞队队长孙阿姨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由衷地表示。 AI技术的成熟， 不仅填补了老龄化社
会劳动力不足的缺口， 还促使养老服务由人工密集型
服务转向数字化智能服务， AI作为一个可靠的帮手，
将为智慧养老服务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 。
（11月29日 《科技日报》） □王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