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以为得去区劳动仲裁院
颛桥镇分庭进行庭审， 接到通知
后发现， 开庭地址就在家门口的
君莲社区事务受理服务分中心，
步行只需5分钟。” 近日， 上海市

闵行区职工桂教华成功维权， 成
了 “流动仲裁庭 ” 的首名受益
者。 据悉， 从今年开始， 闵行区
在颛桥镇试点 “流动仲裁庭 ”，
把仲裁庭 “搬” 到社区、 园区门
口， 打造处置劳动争议案件 “15
分钟服务圈”， 降低了劳动者维
权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3月21
日 《工人日报》）

据新闻报道 ， 以往在闵行
区， 劳动争议发生后， 当事双方
先要在基层进行劳动争议调解 ，
调解不成则要去所在区的仲裁院
申请开庭， 通常要15个工作日左
右才能开庭。 由于不少企业和职
工到区仲裁院路途较远， 十分不
便。 对此， 闵行区人社部门推出
“易仲裁” 工作品牌， 首先在该

区14个镇街和莘庄工业区设立仲
裁申请代收窗口， 帮助劳动者就
近递交相关申请。 工会组织同步
跟进， 第一时间对收到的争议案
件进行前期调解和诉前调解， 并
按照应援尽援的原则提供法律援
助。 今年更是把仲裁庭 “搬” 到
社区、 园区门口， 实现就近处置
劳动争议案件， 让劳动者维权成
本一降再降。

现在许多城市都在打造15分
钟 “生活圈” “医疗圈” “养老
圈” “阅读圈” “健身圈”， 而
劳动仲裁也应有一个 “15分钟服
务圈”。 一方面， 近年来， 随着
社会高速发展， 企业形式和劳动
关系日趋多样， 劳动争议案件也
随之不断增多， 劳动争议仲裁也

成了劳动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
必要方式， 而解决劳动争议既需
要公正也需要及时， 否则， 势必
会影响劳动关系的稳定， 甚至影
响社会稳定。 另一方面， 现在不
少劳动者或不方便去仲裁庭申
诉， 或耗不起多次奔波的时间精
力 ， 因此影响了劳动维权成功
率。

“流动仲裁庭” 实现了仲裁
庭与劳动者的零距离 ， “家门
口” 的 “流动仲裁庭”， 让劳动
者少跑路， 解决了劳动者的 “仲
裁难”， 降低了劳动者的维权成
本， 是实实在在地为劳动者排忧
解难。 尤其还值得一提的是， 利
用 “流动仲裁庭 ” 的契机 ， 社
区、 园区的工会组织还进行以案

释法、 精准宣传， 使之成为工会
普及劳动保障法律的前沿阵地，
起到了 “处理一案、 教育一片”
的作用。

通过工会组织和相关部门共
同努力， 劳动仲裁的 “15分钟服
务圈 ” 拓展了为职工服务的阵
地， 实现了公共服务更加精准 ，
使得劳动者满意度、 获得感、 幸
福感不断提升。 同时， “流动仲
裁庭” 也将促使劳动仲裁水平得
到提高， “流动仲裁” 难度大，
但除了 “流动” 这一特性之外，
无论是规范化 、 标准化 、 专业
化， 还是信息化水平， 与原先的
仲裁庭相比都无太大区别， 因此
足以让劳动者放心。 劳动仲裁的
“15分钟服务圈”，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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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潘铎印： 近日， 多地市场监

管部门聚焦电商平台刷单炒信乱
象，查处并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
从中不难发现，商家、第三方刷单
公司、“水军”“刷手” 等已形成有
组织、规模化的黑灰产业链条，违
法行为也呈现技术化、 隐蔽化趋
势。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大对
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监管力度 ，
要出重拳整治， 严厉打击组织专
业团队等方式进行“刷单炒信 ”、
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
强 科 技 伦 理 治 理 的 意 见 》
（以下简称 《意见》）， 并发出
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
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
见》 明确， 要严肃查处科技
伦理违法违规行为， 对情节
严重的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
责； 对法律已有明确规定的，
要坚持严格执法、 违法必究；
涉嫌犯罪的依法予以惩处 。
（3月21日 《新华每日电讯》）

近年来， 我国科技事业
突飞猛进。 但与此同时， 科
技发展也衍生出复杂多样的
伦理风险， “大数据杀熟”、
滥用信息传播中的 “算法 ”
推荐、 “AI换脸” “深度伪
造” 技术应用致使公民人身
安全和金融安全受到威胁等
科技伦理失范行为也凸显其
负面作用。

恪守科技伦理底线是共
识。 现实中， 个别科技工作
者为追求商业利益置科技伦
理于不顾， 虽然在表面上是
缘于其基本的科技伦理丧失，
但本质上还在于法律的刚性
约束不力。 目前， 我国科技
伦理的监管机制尚不完善 ，
对科技伦理失范者的责任追
究多停留在学术诚信惩戒的
层面 ， 警示威慑效果有限 ，
不能从根本上遏制科技伦理
失范行为 。 在这种情况下 ，
强化法律责任追究， 无疑势
在必行 。 此番 印发的 《意
见》， 强调既要依法查处科技
伦理违法违规行为， 又要依
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 并对
涉嫌犯罪者依法追究刑责 ，
彰显了以法律责任守住科技
伦理底线的法治思维， 解决
了科技伦理底线失守的痛点
问题。

科技伦理建设， 道阻且
长。 严肃法律责任追究，是守
住科技伦理底线的关键一环。
相信随着 《意见》 的应声而
落， 套牢了法律责任辔头的
科技伦理治理， 定能倒逼相
关责任主体守住科技伦理底
线， 推动我国科技创新行稳
致远地走向未来。 □张智全

“揭榜挂帅”让职业培训提质增效

记者近日从国家邮政局获悉： 前2月， 全
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156.9亿件 ，
同比增长19.6%； 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574.3亿
元， 同比增长13.8%。 其中， 2月份全国快递服
务企业业务量完成69.1亿件， 同比增长49.7%；
业务收入完成 657.1亿元 ， 同比增长 27.4% 。
（３月２１日 《人民日报》） □毕传国

“流动仲裁庭 ” 实
现了仲裁庭与劳动者的
零距离 ， “家门口 ” 的
“流动仲裁庭 ”， 让劳动
者少跑路 ， 解决了劳动
者的 “仲裁难”， 降低了
劳动者的维权成本 ， 是
实实在在地为劳动者排
忧解难。

记者日前从福建省人社厅获
悉 ， 为服务数字经济 、 海洋经
济、 绿色经济和文旅经济发展 ，
福建将在 “十四五 ” 期间实施
“技能福建” 行动， 探索在职业
技能培训中引入 “揭榜挂帅” 机
制， 为新发展阶段新福建建设提
供技能人才支撑 。 （ 3月 20日
《工人日报》）

创新之道， 唯在得人， 得人
之要， 必广其途以储之。 “揭榜
挂帅” 让有实力的培训企业 “揭

榜”， 并在揭榜之后， 尽最大的
努力搞好培训 ， 使培训提质增
效。 因为不是揭到了榜就万事大
吉了， 而是有规范和需要作出承
诺的， 如果不规范或者实现不了
承诺， 就必须承担后果。 福建的
“揭榜挂帅” 要求揭榜单位必须
按项目实施方案开展职业技能培
训， 未按项目实施方案开展职业
技能培训的 ， 退出揭榜单位名
单。 揭榜单位完成培训任务后，
发榜主体结合实际开展成果评价

工作， 并公布评价结果， 作为下
一轮 “揭榜挂帅” 的重要参考。

“揭榜挂帅”的基础在“榜”，
核心在“拼”，关键在机制。“揭榜
挂帅”，谁能干谁掌印；放榜提名，
以结果论成败。 福建省在职业技
能培训中探索实施“揭榜挂帅”机
制， 这是一个职业技能培训的创
新做法， 希望这一做法在实践中
不断创新和探索， 为其他地方职
业培训提质增效探索出可复制可
借鉴的经验。 □胡建兵

付彪： 3月21日是世界睡眠
日。 在中国医师协会睡眠医学专
业委员会19日举办的 “2022世界睡
眠日新闻发布会”上，多位专家指
出，长期睡眠不足会产生致命的影
响， 长期睡眠有问题也会增加糖
尿病、高血压、心脏疾病的发病风
险。别让“好睡眠”成为“奢侈品”，
对于职场而言， 需要完善法规制
度，将员工休息时间纳入法治化保
障考虑的内容，对过度加班乱象，加
强督察检查，加大执法力度。

2020年以来， 全国推行 “一
盔一带” 安全守护行动， 督促电
动自行车驾驶人佩戴头盔。 记者
发现， 骑车人佩戴的头盔虽然外
形差不多， 但质量却良莠不齐。
在山西太原市相关销售市场及网
购平台上， 记者发现， 在售的电
动自行车头盔价格天差地别， 最
便宜的仅需3.9元 ， 贵的达到数
百元。 （3月21日 《科技日报》）

我国是电动自行车生产和消
费大国， 拥有海量用户， 而很多
骑行者存在超速、 在机动车道随
意穿行、 逆行、 闯红灯等违规行
为， 引发的事故率较高。 头部是
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之一， 只要受
到碰撞 ， 大概率会造成颅脑损
伤。 据统计， 在涉电动自行车的

交通事故中， 颅脑损伤是造成骑
乘人员重伤、 死亡的主要原因。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 可以有效降
低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中的致伤
率、 重伤率、 致死率。 这也是近
两年来公安交警部门开展 “一盔
一带” 行动的初衷。

尽管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的
头盔佩戴率呈现日益上升趋势，
但劣质头盔充斥市场， 用价格优
势吸引消费者， 让很多消费者头
顶上的安全沦为了一种形式。劣
质头盔的外壳材质低劣， 束带不
牢靠，缺少发泡材料缓冲层等，无
法有效保护消费者头部。 劣质头
盔扰乱了市场秩序， 妨碍了公平
竞争，给消费者埋下了安全隐患，
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一盔一带”

行动的效果。
不能让电动自行车头盔 “劣

币驱逐良币”， 不能让电动自行
车头盔由头顶安全沦为 “头顶隐
患”。 监管部门、 企业、 经销商

家、 电商平台以及消费者要凝聚
安全共识， 强化主体责任意识，
形成合力， 挤压劣质头盔的生存
空间， 助推头盔质量安全体系的
构建。 □李英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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