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结工在我国劳务市场早已
存在 。 有劳动者为了 “来去自
由” 选择日结工， 有劳动者则把
日结工当成失业中的 “过渡 ”。
不过， 在这一劳务市场中， 往往
存在劳务中介层层转包、 扣押工
资等现象。 而 “无约束” “无协

议” 的 “自由” 背后， 也给劳动
者权益保障埋下隐患。 （9月22
日 《工人日报》）

日结工又称 “酱油工”， 干
得是 “酱油活”。 日结工的劳动
形式简单灵活， 主要特点是召之
即来、 干完就走、 工作技术含量
低、 工资日结、 收益立现。 很多
用人单位都有使用日结工的需
求， 提供了大量日结工岗位， 同
时， 很多劳动者也被日结工的劳
动形式所吸引， 在这种相向而行
的劳动供需关系中， 日结工市场
日益繁荣， 成了一种影响广泛的
独特劳动业态。

日结工是劳动力市场的重要
组成部分， 是以劳动关系为基础
的劳动 “正规军” 的有益补充，
既缓解了很多用人单位的用工难
题， 也给很多劳动者提供了低门
槛的劳动机会， 对于保就业、 保
民生 、 保市场主体都有积极意

义。
然而 ， 值得关注和警惕的

是， 围绕日结工这种劳动形式，
也出现了不少问题。 一些中介甚
至 “上中游劳动者 ” 层层 “转
包” 招聘信息， 层层收取中介手
续费， 致使末端劳动者的收入缩
水， 而一旦发生劳动纠纷， 劳动
者又难以找到明确的用工主体；
日结工与中介或用人单位之间多
通过口头约定劳动岗位、 时间、
报酬等内容， 没有书面协议， 劳
动者常常遭遇工作内容、 薪酬待
遇等与约定不符等问题， 但劳动
者又难以提供有效的维权证据，
很容易陷入维权困境； 日结工除
了能得到工资， 不能享受工伤保
险等劳动保障； 一些中介乱扣工
资、 扣押金、 扣证件， 还存在着
黑中介利用收取押金、 报名费、
体检费、 服装费等名义实施诈骗
的情况……由于日结工的用工形

式灵活， 对应的管理机制还不健
全， 日结工的劳动权益很容易被
漠视和侵犯。

日结工可以 “打酱油”， 日
结工的工资可以 “日清”， 但日
结工的劳动权益不能 “日清 ”。
日结工与用工主体的关系本质上
属于劳务关系 ， 而按照 《民法
典》 等法律法规， 在劳务关系中
的雇工的薪酬待遇、 劳动安全等
也应该受到保障， 雇工一旦因工
发生人身意外伤害， 雇主一方也
应根据过错承担必要的责任。 立
法部门或人社、 法院等部门应加
强对日结工劳动形式、 劳动关系
的调查研究， 在 《民法典》 相关
规定的基础上， 通过修法、 制定
法律实施细则、 出台法律解释等
方式对日结工进行专门调整， 明
确日结工、 用工主体以及劳务中
介的权利义务， 明确日结工劳务
合同的形式 （人社部门可推出日

结工劳务合同范本）， 完善日结
工劳动权益保障机制， 针对日结
工招聘信息发布、 招聘 “转包”
等操作划清法律底线， 拉出正面
清单和负面清单。

劳动监察、 公安等部门应把
日结工用工形式以及有关违法侵
权问题纳入监管视野， 加强普法
宣传， 依法查处乱扣证件、 乱扣
押金或工资、 虚假夸大承诺、 中
介诈骗等行为， 向劳动者发布警
示信息， 全面净化日结工劳务市
场环境， 维护日结工劳务市场秩
序 ， 减少日结工的劳动权益隐
患。 劳动者也应尽量选择用工正
规、 信誉较好的劳务市场、 劳务
中介或用工主体从事日结工工
作， 留存好有关证据， 或要求用
工主体签订劳务合同， 并增强抱
团维权意识， 积极分享有关侵权
风险信息， 相互提示， 理性规避
侵权陷阱。

记者近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 在夏季治安打击
整治 “百日行动” 中， 重庆石柱警方侦破一起跨境网
络赌博案， 打掉一个跨境赌博犯罪团伙， 抓获犯罪嫌
疑人40余人， 查扣涉案资金1000余万元 ， 涉案流水
437亿元。 （9月24日 新华社） □朱慧卿

日前 ，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
《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
督管理规定》， 进一步贯彻党中
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 落实食品
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相关规定，
督促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
任， 强化企业主要负责人食品安
全责任， 规范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行为。 （9月27日 《中国市场监
管报》)

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先。
市场监管总局此番发布新规， 旨
在强化企业主要负责人食品安全
责任， 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
当然， 坚守食品安全底线， 仅仅
靠企业自律还不够， 加强外部监
管也很关键 。 筑牢食品安全防
线 ， 最有效的就是提高违法成
本， 打通线上线下线索反馈监督
机制， 建立多方共管共治机制。

我们要认识到， 守护食品安
全是一个系统工程， 绝不是企业
单位或是执法机构单方的事。 对
劣质产品予以剔除、 罚没， 对违
法行为予以惩处， 这首先是公权
的责任， 同时也是市场、 社会的
责任。 正因如此， 近年来， 食品

安全社会共治被充分强调， 这正
是当下保障食品安全所迫切需要
的。 实践证明， 要让食品安全监
管体系完善和发挥威力， 必须让
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进来， 形成
全社会监管的合力。

捍卫食品安全， 既需要 “自
上而下 ” 的政府监管 ， 更需要
“自下而上” 的民众监督和舆论
监督。 因此， 将公众参与引入食
品安全治理的全过程， 构筑公众
参与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
以提高食品安全治理的效率， 是
十分重要的。 □沈峰

李雪： 近年来，全国各地不断
出台积极举措，推动“夜经济”高
质量发展。各地亮点纷呈的“夜经
济” 带动文化和旅游消费复苏及
产业恢复发展， 成为提升城市活
力的新引擎。 “夜经济” 一头连
着消费， 一头连着就业， 是一道
民生考题。 伴随 “夜经济” 而来
的有卫生、 安全、 治安等各方面
问题， 因此， “夜经济” 要想健
康发展， 需要规范化治理。

■长话短说

■网评锐语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每日图评

□李英锋

■劳动时评

本版热线电话：63581010│ E—mail:bjldwbpl@126.com│本版编辑 康雪冬│美术编辑赵军│校对 张旭│２０2２年 9月 2８日·星期三

劳动监察、 公安等部
门应把日结工用工形式以
及有关违法侵权问题纳入
监管视野 ， 加强普法宣
传 ， 依法查处乱扣证件 、
乱扣押金或工资、 虚假夸
大承诺 、 中介诈骗等行
为， 向劳动者发布警示信
息， 全面净化日结工劳务
市场环境， 维护日结工劳
务市场秩序， 减少日结工
的劳动权益隐患。

守护食品安全离不开共管共治机制

■世象漫说

打掉跨境赌博犯罪团伙

为了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实现
“老有所养、 老有赡养”， 山东省
惠民县自2021年起从 “一顿热乎
饭 ” 入手 ， 在全县推行互助型
“孝善食堂” 居家养老民心项目。
“孝善食堂” 通过经济共担、 积
分激励、 互助养老的方式， 既解
决老人就餐难问题， 又在乡村引
领道德风尚， 让 “孝善治家” 为
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9月27
日 新华网）

百善孝为先。 弘扬孝道， 是
“老有所养、 老有赡养” 的题中
之义， 而 “民以食为天”， “孝
善” 落实到具体行动上， 就是要

从 “一顿热乎饭” 入手。 “孝善
食堂 ” 于促进当今孝文化的建
设， 乃至现代社会文明进步， 都
具有事半功倍的教化效果。

“孝善食堂” 化解了当前居
家养老的难题， 社会养老的靶向
改革， 已经从机构转向社区， 大
力发展居家养老。 依托 “孝善食
堂” 的居家养老服务， 居家养老
的老人， 在家门口就能吃上 “一
顿热乎饭”， 不仅有利于化解目
前的居家养老困局， 同时也减轻
了子女的压力。

“孝善食堂” 有着公益的性
质，如果资金缺乏长期的保障，不

仅难以办得好， 还很可能办不下
去。因此，惠民县通过经济共担、
积分激励、 互助养老的方式， 政

府主导、 政策扶持， 调动全社会
的积极性， 让 “孝善食堂” 烹出
养老敬老“幸福餐”。 □钱夙伟

刘天放： 日前， 湖南省怀化
市新晃县兴隆中学迎来秋季开学
的第一堂法治课———新晃县人民
法院禾滩人民法庭庭长杨俊作为
学校的法治副校长， 以 “防范校
园欺凌 ” 为主题 ， 通过以案释
法 、 以案学法的方式 ， 让学生
“零距离” 接受普法教育 。 除了
要有专门负责人来做好中小学阶
段的法治教育和宣传工作， 以及
补齐学校法治教师人数不足这些
短板外， 上好校园法治课， 还要
让内容 “活起来”。

“夜经济”发展
离不开规范化治理

网售处方药
需守住安全大门

日结工的劳动权益不应被侵犯

上好校园法治课
要让内容“活起来”

“孝善食堂”解决老人就餐难题
近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

布 《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
法》 （以下简称 《办法》）， 涵盖
药品网络销售管理、 平台管理、
监督检查、 法律责任等内容， 自
今年12月1日起施行。 值得关注
的是， 新规首次对于处方药网络
销售做出详细规定。 受访专家认
为， 《办法》 的出台对产业链上
各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堵住了
“先方后药” 等线上漏洞， 在提
升药品可及性、 支持新兴业态发
展的同时切实保障用药安全 。
（9月26日 《工人日报》）

落实网售处方药政策， 关键
是守住安全底线，守住安全大门。
处方药具有特殊性， 不适用普通
商品的监管模式。目前，国际上通
行的做法，都是要求开具处方后，
才允许购买处方药。 产品质量是
用药安全的生命线， 所以在开启
网售处方药政策后， 需要高度重
视安全监管问题，“医生依据患者
病情开方，药师审方”流程必不可
少， 医药电商不能图省事、 牟利
而放松审核 ， 监管也应严格执
法， 对违法行为毫不手软。

本次 《办法》 规定了网络禁
售的药品 ， 包括疫苗 、 血液制
品、 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 医疗
用毒性药品等国家实行特殊管理
的药品， 并针对信息披露、 处方
来源、 药学服务、 药品运输等经
营全流程推出监管细则 。 《办
法》 按照线上线下一致性原则，
引导在线购药回归 “先方后药”。
规定网售处方药实行实名制，医
药电商需进行处方审核调配，履
行充分的风险告知义务， 对电子
处方溯源管理等。

确保网售处方药安全的核心
要素，乃是怎么监管，谁来监管。
因此，在处方从医院流出后，应该
有统一的监管平台， 审方并分发
到有资质的销售平台。 保证患者
用药的安全性和专业性， 重视处
方的真实合理、 药品质量、 配送
规范 、 个人医疗数据隐私等问
题。 监管部门可对药商、 平台推
行 “飞行检查” 制度， 引入信息
技术手段预警等， 确保处方药安
全底线无虞。 □江德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