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的最后几天， 福建省
三明市沙县区韵达快递总经理邓
兆翼总拿着手机， 研究该省刚刚
出台的快递行业工伤保险政策。
按照2021年的缴费标准测算， 邓
兆翼经营的快递网点2022年 要
为 30位快递员缴纳工伤保险费
用4.2万多元 。 不仅是福建 ， 近
期， 广东、 江苏、 安徽等多个省
份根据国家多部门此前联合印发
的 《关于做好快递员群体合法权
益保障工作的意见》， 出台了将
基层快递网点快递从业人员纳入
工伤保险保障的政策。 （1月2日
《工人日报》）

快递员骑着电动车等交通工

具急匆匆地穿行于城市的大街小
巷， 在追求速度与效率的同时，
往往会牺牲掉一部分安全保障。
快递员和外卖员一样， 都是交通
事故的高发群体， 每一年， 全国
各地都会有不少快递员因交通事
故而受伤， 甚至死亡。 快递员需
要更全面、 更有力、 更有温度的
工伤保险保障， 多地将快递员全
面纳入工伤保险范畴， 顺应了快
递员群体的需求。

多地针对快递员实现了工伤
保险全覆盖，其中值得关注的是，
除了全职快递人员， 灵活就业的
快递员也被全面纳入工伤保险范
围，这是一个明显突破，既进一步

梳理了快递企业与快递劳动者之
间的用工关系， 又赋予了快递劳
动者更多劳动保障权利。

给快递员更多更有质量的工
伤保障， 是健全新业态劳动保障
的必然选择。无疑，“快递小哥”们

有了工伤保险， 心里就会多一分
归属感、踏实感。期待着工伤保险
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让 “外卖小
哥” 等更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都
能拥有工伤保险， 都能拥有更多
职业归属感和踏实感。 □李英锋

一起并不复杂的工伤事故，
因企业拒不配合， 使得农民工胡
金龙的维权之路走得十分艰难。
面对企业设置重重障碍的粗暴行
为， 宁夏石嘴山市总工会不纵容
不退让，以“娘家人”的身份“奉陪
到底 ”， 终为胡金龙讨回公道 。

（2021年12月31日 《工人日报》）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是工会

组织义不容辞的责任， 是工会干
部需要去全力守护好的 “责任
田”。 能否种好这块 “责任田”，
关键看工会干部的责任意识强不
强， 特别是在面对侵害职工权益
的不法行为时， 能不能担当起应
该担当的责任。

总的来看， 绝大多数工会干
部责任意识较强， 在职工合法权
益受到不法侵害时， 会主动站出
来发声亮剑， 体现了工会组织应
有的责任担当， 展现了工会干部
为职工说话、 帮职工维权、 替职
工伸张正义的良好形象。 但实践
中也确有少数工会干部， 责任意
识淡漠， 缺少担当精神， 不敢于
不愿意主动站出来， 旗帜鲜明地
维护职工权益。 凡此种种， 就是

与工会组织的性质宗旨背道而
驰， 与职工对工会干部的要求期
待大相径庭。 这样的工会组织，
必然缺少影响力、 凝聚力、 向心
力。 这样的工会干部， 职工会有
距离感、 隔膜感， 久而久之会为
职工群众所抛弃。

责任担当意识， 作为一项工
作要求、 一种精神境界， 最重要
的体现， 是对工会工作极端认真
负责， 维护职工权益不遗余力、
不怕烦难。 眼下， 受新冠肺炎疫
情和全球经济下行压力等多重因
素影响， 一些企业非法解除劳动
合同、 无故拖欠克扣职工工资、
不依法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等行
为时有发生， 劳动争议在一定时
间内会呈现出多发频发高发态
势。 越是在这种情况下， 越需要
工会干部强化责任担当意识， 聚

焦主责主业， 忠实履行好维权服
务的基本职责。

工会干部强化责任担当意
识， 首先要敬业。 这是做好工会
工作的前提。 只有敬业爱岗， 才
会认真查找新问题 、 研究新情
况、 寻求新对策， 主动而不是被
动地开展工作， 积极而不是消极
地去维护职工权益 。 其次要精
业。 工会工作是一项复杂而又具
体的工作， 做好这项工作， 仅有
敬业精神不够， 还必须熟悉精通
工会各项业务知识。只有精业，敬
业才会落到实处， 维权服务才会
更加精准更有成效。第三要创新。
当前，我国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特
别是平台经济、 灵活用工等新业
态，新就业形式迅猛发展，使得工
会工作领域更加宽广， 协调劳动
关系的任务更加繁重。 如何推进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会入会与权
益维护工作，没有现成经验借鉴。
只有突破传统思维窠臼， 打破条
条框框束缚，从实际出发，因地制
宜，加强创新，真正做到适应新形
势有新思路、 应对新情况有新办
法、 解决新问题有新举措， 才能
务实推进维权服务的深入发展。

维护好职工合法权益、 竭诚
服务好职工群众， 是新时代工会
干部应有的责任担当， 更是职工
对工会组织的信任和热望。 对于
每一位工会干部而言， 既然从事
工会工作 ， 就应当坚守初心使
命， 守土有责、 守土负责、 守土
尽责 ， 真正做到在其位 、 谋其
政、 负其责、 尽其力， 让广大职
工在工会接地气有温度更贴心的
维权服务中， 有更多更直接更实
在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长话短说

■网评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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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铎印：近日，最高人民法院
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
会，联合发布新修订的《关于办理
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针对“保健品
坑老”行为，《解释》明确规定，实
施此类犯罪，符合诈骗罪规定的，
依照诈骗罪定罪处罚。 各地监管
部门和司法机关要重拳出击，加
大惩治力度， 将涉嫌违法犯罪的
绳之以法。 社会和家庭子女对老
人在精神上要多予以关爱， 给老
人更多的陪伴， 关心老人的切身
利益，不让骗子乘“虚”而入。

维护好职工合法权益、
竭诚服务好职工群众，是新
时代工会干部应有的责任
担当，更是职工对工会组织
的信任和热望。 对于每一位
工会干部而言，既然从事工
会工作，就应当坚守初心使
命，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
土尽责， 真正做到在其位、
谋其政、负其责、尽其力。

□何应洋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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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保健品坑老”行为
要加大打击力度 “搭讪直播”

近期， 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
和经济工作部主办、 国家卫生健
康委职业健康司为支持单位、工
人日报社承办的“职业健康达人”
Show 短视频征集活动，在一线职
工中掀起了关注职业健康的热
潮， 参赛者们用一个个创意短视
频，分享他们保持职业健康，预防
职业病的经验。 打快板、演小品、
讲脱口秀、说相声、唱RAP……这
些作品吸引了数十万人观看和点
赞，职业健康观念迅速得到普及。
（1月3日《工人日报》）

“职业健康达人”是指用人单
位中自觉树立健康意识、 主动践

行健康行为、积极参与健康管理、
善于传播健康理念、 具有较好健
康影响力的职业健康代表人物。
据报道， 开展 “职业健康达人”
Show 短视频征集活动，旨在进一
步推动用人单位落实主体责任，
加强职业健康管理， 营造劳动者
积极主动践行健康行为、争做“职
业健康达人”的良好氛围。

近年来， 国家高度重视职业
病防治工作，相关法律法规、防治
措施不断完善， 有关部门和各地
在职业病防治方面也做了大量工
作， 职业病源头治理和专项整治
力度不断加大， 劳动者的健康水

平得到稳步提高。 但部分企业职
业健康法治意识淡薄、劳动用工制
度不健全、 劳动者自我防护意识和
维权意识缺乏等问题仍然存在。

实践表明， 用人单位加强劳
动者自主健康管理、 提高健康素
养是切实可行的办法。 通过广泛
开展相关活动，选树“职业健康达
人”， 引导他们分享职业健康经
验， 及时发现职业病危害隐患和
纠正不健康行为方式， 有利于营
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有助于减轻
用人单位职工健康投入成本。 让
更多劳动者成为 “职业健康达
人”，实乃多方共赢之举。 □付彪

陶崇银：据媒体报道，浙江宁
波市通过科学布点、双线覆盖、精
准推送、暖心帮扶等系列举措，成
功打造“一体多翼”的零工市场体
系，有效扩大就业容量。政府部门
通过一系列的“组合拳”，积极打
造零工市场， 无疑向社会传递了
积极的信号。打造零工市场，可以
助力灵活就业， 通过多维度的服
务，让打零工者感到社会的温暖，
让找工作不再是一件困难的事。

寒冬腊月 ， 冷风料峭 ，
江苏省连云港市总工会帮扶
中心工作人员近日纷纷走进
困难职工家庭， 详细了解困
难职工的家庭成员情况、 住
房类型、 健康状况、 致困原
因以及脱困面临的难题， 现
场填写困难职工入户调查表，
全面记录困难职工的需求 ，
确保排查数据真实有效、 信
息完整， 确保帮扶路上不落
下一户困难职工。 （1月4日
《江苏工人报》）

在我们身边， 因为有多
种多样的原因， 难免会有一
些职工暂时出现了生活困难。
为给他们送去组织的关爱 ，
每年各级工会组织都会开展
相应的困难职工帮扶工作 。
如何确保帮扶工作落到实处，
取得实效？ 连云港市总工会
按照 “先走访、 后建档、 再
帮扶” 的原则， 将需要帮扶
的困难职工一一细分为深度
困难、 相对困难、 意外致困
三种类型， 分别实施医疗救
助 、 助学救助 、 生活救助 、
专项救助等多项举措 ， 让
“雪中送炭 ” 更精准 ， 更有
效。

精准帮扶困难职工 ， 重
在有针对性的分类救助， 而
要做好分类救助的前提， 是
做好日常困难职工的调查和
识别工作。 要将符合条件的
困难职工信息全部纳入 “工
会困难职工信息管理系统”，
按照 “一户一档案、 一户一
计、 一户一措施” 的方法来
做， 就能让困难职工得到更
好、 更有效帮扶， 把党和政
府及工会组织的温暖送到他
们的心坎上。

笔者以为， 分类救助困
难职工， 才能确保帮扶资金
真正用到 “刀刃” 上， 既要
体现救助的广度， 同时也要
体现救助的力度。 总之， 救
助不能搞 “大水漫灌”， 更需
要精准科学的 “滴水浇灌 ”。
唯此， 才能更好实现帮扶困
难职工工作的常态化、 经常
化、 日常化。

□周家和

引导更多劳动者成为“职业健康达人”

让更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都能拥有工伤保险 精准帮扶困难职工
重在分类救助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需要强化责任担当意识

近日， 网络平台兴起了一种 “搭讪直播” 的网络直
播方式———主播以各种噱头随机与路人搭讪， 并将全过
程直播给观众。 街头路人一旦被主播的镜头对准， 不论
是否同意， 被搭讪后的真实反应都会被拍摄下来， 通过
视频直播传播出去， 被屏幕前的众多网民 “围观”。 甚
至， 在路人明确拒绝的情况下， 仍会被主播偷拍， 成为
直播赚取眼球的 “爆点”。 (1月4日 《法治日报》）

□王铎

打造零工市场
助力灵活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