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生了两个孩子了，媳妇
每次的产假和假期工资都能保
证，我却从来没休过陪产假，公司
没人提，我也不知道该怎么休。 ”
日前， 在北京一家民营企业工作
的周先生告诉记者， 公司里和自
己同类情况的“奶爸”有不少，但
很多男职工不仅没休过陪产假，
甚至“听都没听说过”。 （4月25日
《工人日报》）

现实中， 类似周先生这样没
有休过、 不知道怎样休陪产假的
“奶爸”并不少见，有的“奶爸”甚
至没有听说过陪产假。 北京市总
工会此前开展的专项调研显示，
41.78%的受访职工没有休过陪产
假 ，39%的受访职工不知道单位
是否提供陪产假。 虽然有些职工
知道单位有陪产假， 但担心影响
工作主动选择不休， 其比例达到
64.53%。 陪产假从法律层面照进
现实，显然不能一蹴而就。

作为全局性、 战略性解决人
口问题的一项优生优育配套政
策，自去年8月国家出台三孩生育
政策以来， 各地相继启动地方人
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改工作，密
集出台增设或延长男性陪产假的
地方法规。 尽管法律的兜底让男
性陪产假照进现实可期， 但有假
不敢请、 担心请假会影响收入或

晋升， 已成为横亘在不少男职工
面前享受陪产假福利的最大障
碍，亟待精准“清障”。

男性陪产假难以落地， 主要
在于“假期期间的工资由谁支付”
问题未得到彻底解决。目前，不少
地方出台的法规均规定男性陪产
假工资由企业支付。 这种全部由
企业负担陪产假期间男职工工资
的规定， 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笔不
小负担， 企业自然对落实陪产假
制度缺乏积极性。 尽管这是企业
的法定义务， 但从权利义务对等
的法治逻辑来讲， 只要求企业尽
义务而为其解决增加的用工成本
负担，是有失公平的，无疑在法理
逻辑上站不住脚。

不难看出， 陪产假难以顺畅
落地， 本质上是一个相关主体利
益诉求如何平衡的问题， 也就是
如何分摊陪产假的成本负担。 这

就要求政府练好各方利益的 “平
衡术”， 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制
度， 着力消除陪产假落地中的各
种梗阻，促使企业、政府和家庭之
间的负担份额趋于平衡合理。

对于企业落实陪产假所产生
的成本负担问题， 有人建议通过
减免税费、 直接给予财政补贴等
方式， 补偿企业因陪产假增加的
用工成本。 虽然这些举措确实有
助于根本性解决陪产假落地难问
题，但也应看到，税费的减免、财
政的直接补贴等措施的推行，牵
一发动全身， 既需要宏观层面的
顶层制度设计， 又需要可供操作
实务的具体举措， 在短期内出台
平衡各方利益诉求的长效机制并
不现实， 显然对此还需要另辟蹊
径。

实际上， 就短期内清理赔产
假落地中面临的障碍来说， 女职

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由生育保
险基金支付这一做法， 已提供了
可复制的范本。 政府职能部门完
全可以参照相关做法， 要求男职
工参加生育保险， 把其在休陪产
假期间的工资交由生育保险基金
支付。 如此既解决了企业独自承
担陪产假成本的燃眉之急， 又能
实现男女生育假期间待遇标准的
统一，不失为理性务实选择。

当然， 企业也要走出落实陪
产假制度只是增加负担的思维窠
臼， 主动在落实好该项制度方面
学会算长远大账。须知，随着劳动
力由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的逆
转， 更多求职者愈发注重企业包
括落实陪产假制度在内各项待遇
的人文关怀。企业应顺势而为，把
主动落实陪产假制度作为吸引人
的法宝， 让负担化为确保自身基
业长青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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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移动应用

戴先任： 为有效防范和解决
网络暴力问题， 切实保障广大网
民合法权益，近日，中央网信办就
加强网络暴力治理进行专门部
署， 要求网站平台认真抓好集中
整治，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确保治
理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网络不是
法外之地， 只有根治网络暴力等
“顽疾”， 才能营造健康积极的网
络生态环境，解决网络暴力问题，
亟待各方合力打好“组合拳”。

在 “五一” 国际劳动节
来临之际， 陕西省总工会推
出系列惠工活动， 为全省广
大劳动者送去实惠和祝福 。
（4月26日 《工人日报》）

陕西省总工会推出的系
列惠工活动包括： 开展职工
家庭读书会百天共读计划 ，
读者上传读后感有机会获得
价值500元的图书一份； 职工
会员可在工会App职工书屋
频道参与 “书脸秀” 创意摄
影大赛， 作品点赞数前20名
赠送奖品； 职工会员在消费
帮扶商城累计购物满500元，
有机会抽取手机； 职工会员
可申领指定景区门票， 并在
线下验证使用。 此外， 陕西
省总工会网络中心制作推出
《身边的劳动者 》 系列短视
频， 面向社会和各级工会征
集拍摄对象。

“五一 ” 国际劳动节 ，
是劳动者共同的节日。 根据
多年的传统， “五一” 节有
两件活动必不可少。 一是举
行各种庆祝集会或文体娱乐
活动， 二是对有突出贡献的
劳动者进行表彰。 今年 ， 受
限于疫情形势， 显然不宜举
办大型庆祝集会或文娱活动；
表彰先进意义重大， 但获表
彰的劳动者毕竟是少数。 陕
西省总工会推出系列 “惠工
活动”， 令人耳目一新。

首先， 这些活动充满正
能量。 不论是百天共读、 摄
影大赛以及短视频征集， 还
是网上消费帮扶、 申领景区
门票， 活动内容积极健康向
上， 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同
时， 因为活动是在网上操作，
可以做到不给疫情防控增加
压力。 其二， 这些活动都与
职工形成了互动， 极大提升
了职工的参与度。 既让职工
放心、 高兴地参与， 又让职
工得到实惠， 如此 “惠工活
动”， 名符其实！

“五一”将至，如何让职工
度过属于自己的节日？陕西总
省工会的“惠工活动”给了我
们有益的启示。 □余清明

网约车司机职业健康风险不容小觑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近期通过互联
网监测发现17款移动App存在隐私不合规行为 ，
违反网络安全法、 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规定，
涉嫌超范围采集个人隐私信息。 （4月24日 新华
社） □朱慧卿

陪产假难以顺畅落地 ，
本质上是一个相关主体利益
诉求如何平衡的问题， 也就
是如何分摊陪产假的成本负
担。 这就要求政府练好各方
利益的 “平衡术 ”，进一步完
善相关配套制度， 着力消除
陪产假落地中的各种梗阻。

每天连续久坐超10个小时、
不能正点吃饭 、 不能随时上厕
所， 加上开车时大脑处于高度紧
张状态 ， 网约车司机面临多 种
职 业 健 康 风 险 。 由 于 与 平 台
之间仅属于 “合作关系 ” ， 网
约 车 司机无法在平台获得相应
医疗保障。 （4月25日 《工人日
报》）

网约车司机职业健康风险亟
待重视起来。 作为网约车司机而
言， 应该对自身健康负起责任。
要知道， 良好的身体状态， 不仅

是对乘客的负责， 更是对自己和
家人的负责。 所以， 万不可为了
多接一单， 多挣点钱， 而忽视自
身健康。 一方面， 要重视自身体
检， 发现问题及时进行治疗； 另
一方面， 工作中要注意休息， 养
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对于平台来讲， 应该尊重和
维护劳动者的权益。 诚如有的网
约车司机表示， 如果有平台可以
为其缴纳社保和医保， 愿意在一
个平台全职跑单。 这样的呼声理
当重视起来。 在保障网约车司机

职业健康方面， 平台应为其提供
免费的定期体检。 各级工会组织
也可以通过平台 ， 组织对网约
车 司 机 职 业病开展疾病预防 、
急救等方面的讲座 ， 开展义诊
等。

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增加健康保障， 是亟待解
决的社会课题。 每天被 “锁” 在
驾驶座10多个小时， 网约车司机
面临的多种健康风险， 不能只由
他们个人来面对。

□杨玉龙

张淳艺： 有媒体记者采访发
现， 人们对于过期药品的处理比
较随意， 有人不以为意仍然选择
服用；有人随手扔至垃圾桶。过期
药回收亟待打通 “最后一公里”。
首先，立法厘清药企的回收义务，
运用税费减免、财政补贴等形式，
提高企业履责的积极性。其次，结
合垃圾分类， 引导公众按标志投
放废药品等有害垃圾， 由专业机
构收集转运和统一处置 。 此外 ，
加快药品包装改革， 倡导合理用
药理念， 减少废药产生。

视频开会、 共享文档、 在线
打卡、 移动审批……如今， 上班
并不一定要踏入办公室， 掏出手
机，打开电脑，“上班族”就可以加
入一场在线会议， 和同事在 “云
端”共同完成工作任务。在协同办
公平台的支持下， 在线办公成为
趋势，朝着更高效的方向发展。（4
月25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

远程办公最大的好处是不用
通勤， 节约了很多时间， 省下的
通勤时间可以用来休息或者提升
自己。 此外， 办公环境更加自由
和舒适， 不会忽然有人走到身边
发起沟通邀约， 避免时间被分割
成碎片， 工作能够更加沉浸和专

注， 办公时间也能灵活安排， 大
大提升了工作效率。

然而 ， 硬币皆有两面 。 灵
活、 自在的 “云办公” 模式令工
作和生活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
糊， 需要有较强的自我管理能力
与专注力， 才能规划好工作和生
活的内容 。 同时 ， 一些企业让
“云办公” 变成了 “灵活机动加
班” 机制， “隐形加班” 有损劳
动者权益。 没有办公室摩擦， 却
也少了面对面的沟通交流， 社会
交往能力下降等等， 这些都是在
线办公的短板。

我们要充分发挥线上办公的
优势， 不断开发、 完善好用的数

字化工具促进办公效率提升， 把
人从简单低效的重复工作中释放
出来。 同时还要借助大数据、 云
计算、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进一
步提升信息的流转效率和质量，
确保信息对称、 顺畅便捷， 扬长

避短， 力促发展， 提升工作效率
与社会效益， 帮助更多组织实现
智能化、 数字化转型， 让日益向
好 “云办公 ” 模式成为化解困
难、 挑战未来的有力支撑。

□王丽美

落实陪产假需要精准“清障”

过期药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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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云办公”优势 “惠工活动”
助职工愉快过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