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让危险文具
给未成年人造成伤害

不能任由儿童剧本杀
野蛮发展

“吃饭、 上厕所都要小跑，
超了时间就算 ‘脱岗’ 被辞退，
这也太不合理了。” 今年5月， 在
辽宁沈阳市和平区的一个小区当
保安的张威不服物业公司规定申

请劳动仲裁。 11月15日， 当地劳
动仲裁委裁决， 张威的行为不构
成严重违纪， 企业应支付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32万元。 脱
岗是指员工上班时擅自离开工作
岗位且时间较长。 离开多久算脱
岗， 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规定。 然
而， 部分用人单位为防止员工上
班 “摸鱼” “溜号”， 将脱岗标
准认定过严 ， 不仅遭到员工反
感， 也难以得到法律支持。 （12
月22日 《工人日报》）

企业单方制定脱岗管理制
度， 单方界定脱岗的性质， 单方
实施脱岗惩戒。 一些企业向劳动
者念的脱岗管理 “紧箍咒” 过于
严苛， 甚至把 “紧箍咒” 念歪，
陷入 “自说自话” 的状态， 侵犯
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引发了不
少劳动争议， 也给企业带来了负
面影响。

脱岗与劳动者的职责相悖，

与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目标相
悖， 当然属于违反用人单位规章
制度的行为。 然而， 《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 等法律并未针对
脱岗的标准、 性质、 责任等给出
明确具体的规定， 而是把包括脱
岗管理在内的员工管理的自主权
交给了企业。 部分企业随意行使
脱岗管理权， 甚至滥用脱岗管理
权， 主要表现在： 制定脱岗管理
制度 “一言堂”， 未依法提交职
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讨论， 未
与工会或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
定， 未听取工会或职工的意见，
或者未将脱岗管理制度告知职
工； 把有正当理由的离开工作岗
位也视为脱岗； 把脱岗等同于旷
工； 制定的脱岗标准过于严苛，
无视劳动者的正常生理需求； 把
在岗劳动者的偶尔短时间 “摸
鱼” 认定为 “精神脱岗” ……这
些做法要么违背了用人单位规章

制度的民主制定程序， 缺乏法律
效力， 要么不符合劳动事实， 属
于定性错误， 要么惩戒失当， 明
显过重， 要么欠缺人性化， 违背
了劳动管理规律。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为防止
劳动者“溜号”“摸鱼”、 早退、 串
岗聊天、 离岗办私事， 用人单位
固然可以制定脱岗管理制度， 固
然可以对脱岗劳动者进行惩戒，
但用人单位的脱岗管理也应该守
规矩， 也应该尊重劳动管理规律
和劳动者合法权益， 也应该符合
事实和程序， 也应该坚持比例原
则 ， 也应该讲究正当性 、 合理
性。 揆诸现实， 一些企业的脱岗
管理已经明显 “脱轨”， 不仅侵
犯了劳动者的权益， 也拉低了企
业的管理效率和质量， 妨碍了企
业的健康发展。

针对企业脱岗管理方面存在
的问题， 劳动监察部门、 仲裁机

构、 法院以及工会等有必要面向
企业加强法律宣传， 依托法律并
借助一些案例对脱岗的法律概
念、 性质、 界定条件以及责任进
行解析， 教育引导企业增强法律
意识， 提升脱岗管理的能力， 规
范脱岗管理制度制定流程和脱岗
管理行为， 把握好脱岗管理的
度 ， 守住脱岗管理的边界和底
线。 有关部门还可联合律师协会
向企业积极提供法律体检服务 ，
帮企业问诊把脉规章制度和管理
行为 ， 为企业挑 “毛病 ” ， 开
“处方”。 劳动者也应该增强维权
意识， 发现企业在脱岗管理过程
中有侵权问题， 即通过与企业沟
通、 请工会撑腰、 向劳动监察部
门投诉举报 、 提起劳 动 仲 裁 或
诉讼等方式积极维权， 相关维
权责任主体应依据法律和事实支
持劳动者的维权诉求， 从而对企
业形成倒逼效应。

长沙市公安局22日通报， 湖南、 山东警方侦破一
起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 斩断一条涉及湖南醴陵、 浏
阳， 山东日照等地的七级贩毒网络。 （12月22日 新
华社） □朱慧卿

运输公司老板在招聘驾驶员
时明确告知驾驶员需能 “重载”
（即严重超载）， 指挥、 管理驾驶
员多次超载运输， 最后酿成重大
事故。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
检察院日前发布危害生产安全犯
罪典型案例， 披露了这一案例。
（12月22日 《工人日报》）

物流运输是现代经济社会发
展的血脉 ， 须以安全为先 。 然
而， 长期以来， 不少企业面对激
烈的市场竞争和不断上升的经营
成本， 总是把严重超载运输作为

降低经营成本的 “法宝”， 不惜
在违章冒险作业方面铤而走险。
企业以牺牲公共安全甚至是以生
命为代价来应对经营成本压力的
做法， 注定行不通。

从过往的实践经验看， 货运
“重载”顽疾长期难以得到彻底根
治，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违法成
本过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因对
货运“重载”行为的惩治没有直接
入刑， 依法打击的主要手段为罚
款， 且最高罚款金额仅为3万元。
物流运输安全作业， 责任重如千

钧，须臾离不开刑罚的高压威慑。
司法机关一方面应回应社会关
切，加大办案力度，推动《刑法》严
惩货车“重载”不法行为的规定落
地落实， 形成依法严厉打击该类
犯罪的良好氛围； 另一方面应常
态发布典型案例， 让典型案例所
释放的警示威慑 “涟漪效应”，警
示物流企业引以为戒地积极作
为， 主动把货运安全作业的责任
扛在肩上， 自觉实打实地从源头
上筑牢货运“重载”的法治“防火
墙”。 □张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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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企业脱岗管理方
面存在的问题 ， 劳动监察
部门、 仲裁机构 、 法院以
及工会等有必要面向企业
加强法律宣传 ， 依托法律
并借助一些案例对脱岗的
法律概念 、 性质 、 界定条
件以及责任进行解析 ， 教
育引导企业增强法律意识，
提升脱岗管理的能力 ， 规
范脱岗管理制度制定流程
和脱岗管理行为 ， 把握好
脱岗管理的度 ， 守住脱岗
管理的边界和底线。

■世象漫说

手机丢了想定位找回来， 数
据误删想恢复原样， 心急如焚的
你搜索发现手机应用市场里有
“定位神器” “恢复大师” 之类
的 “黑科技” APP可以下载， 广
告词让你无比动心。 结果， 充值
点进去才知道， 这些APP除了收
钱， 完全没有所宣传的功能。 近
日， 江苏南通市崇川区检察院办
理了一起利用 “空壳” 手机APP
实施诈骗案件 ， 诈骗金额共计
3000多万元。 （12月23日 《扬子
晚报》）

根据 《网络安全法 》 的要
求， 如果在某个应用商店发现问
题APP， 那么平台方也需要承担

责任。 因此， 除了警方要严肃法
办 “空壳 ” 手机APP诈骗团伙 ，
相关部门也应追究应用商店的连
带责任。 对入驻软件， 应用商店
具有审查备案的义务， 不良乃至
非法软件成功入驻， 则表明应用
商店没有履行好审查义务。 若明
明知道或在事实上已经知道不良
乃至非法软件入驻其商店， 而无
动于衷， 仍任其侵害用户利益，
则相当于助纣为虐， 更要承担法
律责任。

正如检察机关所提醒， 各大
搜索引擎和视频平台要加强此类
“灰黑色 ” APP广告推广审查力
度， 有违规、 夸大功能的APP广

告一律不得发布， 涉嫌违法犯罪
的要及时将线索反馈给司法机关
查办； 如果审查中 “睁一眼闭一
眼”， 造成严重后果， 广告发布
者也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当然， 广大手机用户也要擦
亮眼睛， 不要轻易相信 “定位神

器” “恢复大师” 等 “黑科技 ”
APP， 现今手机应用市场充斥着
大量虚假宣传、 名不符实的应用
软件 ， 一定要从正规渠道下载，
来历不明者 ， 切记不要点击下
载， 切勿对来路不明的APP进行
充值。 □何勇海

企业的脱岗管理不能“脱轨”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
生、 数字化管理师周博扬刚刚入
职了杭州一家科技公司， 实习期
月薪即可达6000元。不久前，周博
扬在钉钉平台考取了数字化管理
师初级证书， 收到了不少企业的
橄榄枝。互联网营销师、在线学习
服务师、 城市管理网格员……求
职路上， 越多越多的年轻人开始
拥抱新职业，开辟职业“新赛道”。
（12月23日 《经济观察报》）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分类大典(2022年版)》正式发布，
与2015年版大典相比， 新版大典
净增了158个新职业，现在职业数
达到1639个。 新版大典共标注了
97个数字职业， 延续2015年版大
典对绿色职业标注的做法， 标注
了134个绿色职业。

新职业涌现释放出了巨大的
就业空间。 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
规模首次突破千万。教育部预计，
明年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1158万
人，同比再增加82万人。在这样的
背景下，新职业的涌现，释放出巨
大的就业新空间， 为广大毕业生
提供了更广阔的就业选择。《新职
业在线学习平台发展报告》显示，
新职业人才需求规模庞大 ，到
2025年，预计人才需求超3000万。
其中， 人工智能人才需求近500
万、物联网安装调试员需求近500
万、 电子竞技员需求近200万、数
字化管理师人才缺口近千万，这
些新职业为处于择业期的青年提
供了更加多元的就业选择。

新职业涌现带动新产业更加
快速发展。新职业反映着新需求，
蕴藏着新机遇，推动着新经济。新
版大典将这些新职业纳入， 提升
了新职业的社会认同度， 引导更
多技能人才加入新职业， 满足新
职业人才需求， 提升适合新职业
的技能。 新职业的产生是经济发
展和技术进步的结果， 也是满足
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高等教育
和职业教育要顺应这一发展形
势， 围绕新职业加大人才培养的
力度，满足社会的需求。年轻人也
就应强化学习能力， 主动拥抱新
职业，在新赛道上书写新的成功。

□关育兵

要小心“空壳”手机APP骗人

斩断贩毒网络

货运违章冒险作业必须严惩

李雪： 未成年人玩剧本杀的
情景并不鲜见。资料显示，2021年，
中国剧本杀行业市场规模已超
170亿元。与此同时，剧本杀行业
出现了低龄化趋势， 值得注意的
是，目前不少剧本杀存在血腥、暴
力、色情、恐怖等内容，并不适合
未成年人接触。 不能任由儿童剧
本杀野蛮发展， 相关部门当落实
好剧本备案审查制度， 严防不健
康的内容给未成年人带来伤害。

樊树林：近日，针对有舆论反
映的 “学校门口买的圆珠笔暗藏
真刀”问题，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
视，第一时间组织江苏、浙江等地
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置。别
让危险文具给未成年人造成伤
害，除了监管部门守土尽责外，整
个社会系统也需要构筑一条牢不
可破的堤坝。监管部门、学校和家
长等多方要同向发力， 共同守护
好孩子的 “文具上的安全”。

新职业涌现
提供多元就业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