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刚刚过去的 “双十一 ”，
快递员、 货车司机、 网络主播等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再次进入超长
工作状态， 他们的相关劳动权益
问题也备受关注。 根据平台企业
的薪酬设计规则 ， 无论是快递
员、 外卖员的计件制， 网络主播
的时薪制， 还是网约车司机的在
线时长与派单质量绑定， 收入水

平都高度依赖工作时长， 导致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不得不超时工
作。 （11月14日 《工人日报》）

近年来， 随着我国平台经济
快速发展， 快递员、 货车司机、
网约车司机 、 外卖送 餐 员 等 新
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数量大幅增
加。 但与此同时， 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 “困” 在工作时长里得不到
正常休息的现象愈发常态， 给该
类群体的权益保护提出了新挑
战。

客观而言， 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休息权难以保障， 经常被迫超
长 “待机”， 源于新就业形态用
工模式 。 与传统就业形态 “企
业+雇员” 的用工模式相比， 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主要通过平台自
主接单承接工作任务并获得报
酬， 劳动用工任务化、 计件制更
具有普遍性。 在 “接单越多报酬

越高” 的绩效考核机制下， 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即使 “想停也不能
停下来”， 能够正常休息自然就
成了奢望。

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 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在计件制绩效考核
机制下， 不得不通过牺牲休息权
来获取较高报酬 ， 这样长此以
往， 势必难以持久。 因此， 如何
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既不过度
透支身体， 又能获得预期的合理
报酬， 无疑是一个需要亟待破解
的现实命题。

从深层看， 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长期高负荷运转， 被 “困” 在
工作时长里难以正常休息 ， 还
在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
保护缺乏顶层法律设计。 虽然在
现实中， 部分权益意识强的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与平台或相关方签
订了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 但

更多新就业群体还属于 “不完全
符合确立劳动关系” 以及 “个人
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从
事自由职业等” 的情形。 目前，
我国相关劳动法律规范并没有对
上述两类用工方式建立明确的工
时保护规则。 如此不仅让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在追求高收入的本能
驱使下， 将延长工作时限作为提
高收入的被动选择， 也让平台以
计件绩效考核机制提升工作效率
产生过度依赖。 鉴于此， 切实强
化法律对该类群体休息权益的顶
层设计， 也就势在必行。

实际上，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超负荷运转、 休息权本没有基本
保障的问题早已引起高层重视。
2021年7月， 人社部等八部门共
同印发 《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
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作时间

过长的问题， 提出要明确行业劳
动定员定额标准。 相关部门要以
贯彻 《意见》 的要求为契机， 针
对新就业形态用工中的权利义
务， 在立法层面设计出能够适应
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身体健康和
职业安全保障要求的工时规范制
度， 确保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拥有
合理的休息权益和可预期的收
入， 从而以法律的兜底保障， 防
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过度劳动。

强化法律顶层设计， 千方百
计不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困”在
工作时长里， 这既是增强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的必由之举， 也是促进平台经
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相
关部门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加快推进立法步伐， 让可靠的法
律武器出手， 早日解除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的工作时长之困。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倡导绿色消
费、 弘扬勤俭节约精神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 在中
央文明办、 商务部指导下， 中国饭店协会11日发布倡
议书 《饭店餐饮企业宴会宴席反餐饮浪费指南十八
条》。 （11月12日 新华社） □朱慧卿

据报道， 海峡雕艺产业园项
目工地是福建省重点项目。 在位
于项目工地入口处的空地上， 一
座长12米、 宽高各2米的L型红白
相间的箱式铁屋格外显眼。 在这
个由2个集装箱改造而成的空间
内， 读书角、 棋牌室、 电影放映
区、 健身房等功能区一应俱全。
项目安全员施纯嘏告诉媒体记
者： “这是我们工地上职工流动
的 ‘家’。” （11月14日 《职工日
报》）

建筑工地上的 “流动职工之
家”， 对于不少职工来说， 还是
新鲜事物。 当 “流动职工之家”
刚刚出现时， 有不少职工还不好

意思进去。 但职工进入 “流动职
工之家” 之后， 还是被其举办的
一系列活动深深吸引了， 真切感
受到一种身边的温暖。

据了解， 这个被称作 “移动
盒子” 的 “流动职工之家”， 由
泉州市总工会和台商投资区总工
会共同打造 。 从开展 “书香工
会 ” 读书分享 、 古诗词 “飞花
令” 活动到和周边建设项目开展
联谊活动， 从开展安全演练到组
织劳动保护知识宣传、 健康义诊
……这个流动的 “家” 逐渐成了
工友们共享工会服务的 “集散
地”， 成了名副其实的 “职工之
家”。

显然， 在 “流动职工之家”，
建筑工人不仅可以享受企业文化
带来的精神愉悦， 更可以享受健
康服务和接受劳动保护的专业培
训 。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 因为
“流动职工之家” 可以随着工地
工程项目一起搬迁移动， 确保为
职工提供服务的连续性和稳定质
量。

笔者认为 ， “流动职工之
家” 为建筑工人提供连续稳定服
务， 向社会传递了积极的信号。
同时， 这也是工会因地制宜实现
工会服务资源集约利用的有益尝
试， 值得点赞。

□周开华

谢庆富： 以前有陪玩、陪购和
陪考， 如今陪看病也成为了新需
求，“陪诊师” 一职逐渐走进公众
生活，他们可以帮助患者挂号、问
诊、取药、接送就医……陪诊师的
出现满足了部分患者的需求，但
是当前市场上的陪诊服务也存在
一些乱象和风险。 陪诊行业要想
健康稳定发展， 需要尽快对其进
行规范管理， 制定完善的服务流
程， 同时还要加强日常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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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评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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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超长待机”的困苦，要强化
法律顶层设计， 千方百计不
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困”在
工作时长里， 这既是增强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获得感 、幸
福感、安全感的必由之举，也
是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
展的必然选择。

“流动职工之家”让职工感受到身边的温暖

■世象漫说

防止浪费

11月10日， 芜湖市委政法委
联合当地交警部门， 在鸠江区中
江大道交警执勤岗亭， 开展 “倡
导安全出行 参与平安建设” 主
题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 政法委
工作人员和民警通过摆放展板、
现场说法、 赠送安全头盔、 发放
宣传资料等方式， 向群众宣传道
路交通安全知识 。 (11月 14日
《安徽工人日报》)

在我们身边， 虽然许多人都
知道骑车戴头盔的重要性， 然而
现实生活中骑摩托车或电动车不
戴头盔的人仍大有人在。

无数事实证明， 在交通事故
发生时， 如果戴上头盔， 坚韧的

头盔外壳首先可直接抵御外力对
头颅的冲击， 缓解瞬间产生的撞
击力。 而头盔里层的缓解层可以
进一步减缓外力作用于头颅的力
度、 速度， 同时可使作用力得以
分散， 从而消除外力对颅脑的损
伤。

笔者以为， 此次芜湖市委政
法委工作人员和民警通过摆放展
板、 现场说法、 赠送安全头盔、
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 向群众宣
传道路交通安全知识的做法很有
必要。 常言道 “细节决定成败”，
头盔虽小， 安全事大， 头盔不是
戴给交警看的， 而是为自己保安
全的， 交通安全决非儿戏。 广大

市民在日常骑电动自行车或摩托
车出行过程中， 即使天气再热，
务必也要养成自觉佩戴头盔的良
好习惯， 同时也应该清醒地意识
到， 戴头盔不仅是对你的生命和
家人的负责， 也是给自己的安全

加了一道防线， 交通安全就是要
从细节做起。 不论是交通当事人
还是交警人员， 都应该对细节有
多一些的关注， 为平安出行筑起
安全保障。

□徐曙光

要让陪诊行业
健康稳定发展

莫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困”在工作时长里

对“飙车党”
就应该严惩

未经许可剪辑影视剧的
“剪刀手” “搬运工” 频频出
现， 一些短视频平台成为互联
网领域侵权的 “高发地”， 大
量热门影视作品则成为被侵权
的 “重灾区”。 在11日由中国
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
办、 陕西省法学会人工智能与
大数据法学研究会协办的 “短
视频平台法律责任” 线上学术
研讨会上， 多位法学专家聚焦
破解短视频侵权难题。 (11月
13日 中新网)

短视频侵权频发、 高发，
侵犯了原创者的知识产权， 造
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 “逆淘
汰” 现象， 一些原创优质内容
不被人关注， “剪刀手” “搬
运工” 却可能赚得盆满钵满，
这影响了短视频行业的健康有
序发展。

遏制短视频侵权难题， 需
要完善法律机制， 还应夯实平
台责任。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迅
猛发展， 对于各种侵权现象，
平台已经具备相应的侵权检测
能力 ， 平台不能推卸自身责
任。 同时， 要建立健全侵权惩
罚性赔偿制度， 监管部门要加
强对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 加
大力度整治短视频侵犯知识产
权乱象， 督促平台履行好管理
责任。

此外， 短视频平台要自觉
遏制侵权乱象。 短视频侵权乱
象频发， 并不利于平台内形成
健康 、 良性的竞争生态 ， 所
以， 如果短视频平台对侵权行
为放任自流， 不仅要承担法律
风险， 遭受原创者索赔， 也不
利于自身的发展。 保护知识产
权就是保护创新， 短视频平台
也要自觉承担起保护知识产权
的责任， 这才是在竞争激烈的
“短视频时代” 生存下来并发
展壮大的 “王道”。

短视频行业不能 “野蛮生
长”， 要通过多措并举、 各方
联动， 加强行业规范管理， 如
此 ， 才能破解短视频侵权难
题，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戴先任

汪昌莲 ： 据媒体报道 ， 近
日， 有网友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
视频， 其中竟包含追逐竞驶、 超
速飙车等严重违法行为。 上海交
警部门收到线索后立即展开调
查， 涉事的9名当事人已被警方
刑事拘留。 非法飙车有违公共安
全， 给公众人身及财产安全造成
了威胁和伤害， 就应该严惩， 以
此震慑那些目无法纪、 漠视生命
的 “飙车党”。 同时短视频平台
也应加强监管， 对此类视频及时
查删。

遏制短视频侵权乱象
需加强行业规范管理

头盔虽小 安全事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