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在浙江省宁波市， 一
名60岁的快递员在进行快递分拣
工作时， 因心脏骤停猝死在岗位
上。 由于该快递员年满60岁， 无
法与快递公司建立劳动关系， 进
而无法申请工伤认定。 随着我国
老龄化程度的加深， 超过退休年
龄仍在工作的老年人不在少数，
他们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也日渐
凸显 。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认

为， 60岁快递员猝死在工作岗位
上却难以认定工伤， 这背后体现
的是法律和现实的冲突。 一些老
年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然在岗
劳动， 但他们的权益却难以受到
劳动法律的保障 。 （ 2月 24日
《法治日报》）

超过退休年龄的老年劳动者
无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既是劳动
保护问题、 法律问题， 也是社会
问题。 在不少用人单位， 一些老
年劳动者虽然因超龄原因不是法
律意义上的劳动者， 但却是工作
意义上的劳动者， 是传统认知中
的劳动者， 他们依然要面临和其
他适龄劳动者一样的劳动风险，
依然有可能遭遇因工受伤、 死亡
或患职业病等情况。 如果老年劳
动者难以得到法定标准的工伤保
障， 依托其它路径的保障标准和
力度势必会明显降低， 甚至可能
出现保障空白的现象。 这样的结
果让老年劳动者很无助 、 很受
伤， 也让劳动保障机制很尴尬，

不利于维护老年劳动者的工伤权
益、 就业权益， 不利于构建和谐
有序的新型劳动关系。

陷入工伤认定烦恼的老年劳
动者或其家属大有人在， 不少老
年劳动者或其家属在工伤维权过
程中费尽周折 ， 消耗了大量时
间、 精力和经济成本， 但受困于
既有的劳动关系确认机制和工伤
保护边界， 老年劳动者一方工伤
维权的成功率很低。 这也就意味
着， 绝大多数超过退休年龄的老
年劳动者事实上处于工伤保护的
真空地带。

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老
年人越来越多， 在人口中的占比
越来越大， 与之相对应的是， 老
年劳动者的数量也呈现增长趋
势 。 国家统计局通报的数据显
示， 截至2022年末， 我国60岁及
以上人口 28004万人 。 实际上 ，
有相当一部分老年人仍然具备相
关岗位的劳动能力 ， 依然在工
作。 给超过退休年龄的老年劳动

者提供工伤保障， 契合老年劳动
者的需求， 契合人口老龄化以及
延迟退休的趋势， 契合工伤保障
机制的发展需求， 契合了支持老
年劳动者就业的需求， 也契合了
“全面清理阻碍老年人继续发挥
作用的不合理规定 ” 的政策需
求。

近年来， 社会各界对依法化
解老年劳动者的工伤保障问题多
有呼吁和建言。 最高法对超龄农
民工的工伤认定曾明确过支持态
度， 人社部则把招用单位已按项
目参保等方式为超过法定退休年
龄或已经领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待遇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
费的情况纳入了 《工伤保险条
例》 的适用范围。 同时， 一些地
方探索推动工伤保险 “扩容 ”，
为超龄劳动者打通了办理工伤保
险的通道。 显然， 依法保障老年
劳动者工伤待遇的社会共识日益
凝聚， 各地各有关部门的探索实
践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积累了

有益经验， 获得了社会好评。 改
革劳动法律制度， 全面破除老年
劳动者的工伤保障障碍的条件和
时机已渐趋成熟。

有关部门应在广泛调研、 充
分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 推动
《社会保险法》 《工伤保险条例》
等法律法规的修改， 用顶层制度
设计消除老年劳动者工伤保障的
“法治真空”， 赋予老年劳动者工
伤保障权利， 可通过设计专门适
用于老年劳动者的工伤保险单独
险种和保障规则， 明确老年劳动
者参保工伤保险的条件、 范围、
程序以及用人单位的保费缴纳义
务。 工伤保险依法覆盖老年劳动
者， 能给老年劳动者吃下 “定心
丸”， 提升对老年劳动者的工伤
保障层级， 也能倒逼用人单位严
格履行工伤保障义务， 有助于减
少劳动争议， 合理分摊用人单位
的工伤保障风险。 无论是对劳动
者， 还是对用人单位， 这都是一
件好事。

扫码开门、 自助选购、 一键结算……无人售货
机的出现方便了大家的生活， 在商场 、 车站 、 地
铁、 公园、 办公楼等人员密集的地方四处可见， 货
品逐渐多元， 有饮料、 食品、 鲜花、 水果、 蔬菜、
咖啡等， 这样简单的购物方式受到了越来越多消费
者的青睐。 (2月27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 □王铎

2月21日，为提高职工心理保
健能力和健康水平， 培育职工自
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健
康心态， 晋城市总工会在晋城市
康复医院举办职工心理课堂，为
30多名康复职工提供了心理健康
教育。（2月27日《山西工人报》）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人们工作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
不少企业职工面临着工作和生活
等方面的压力， 难免会产生一些
郁闷、 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 如
果得不到及时纾解， 不仅难有快

乐的生活， 也很难全身心地投入
到工作中去。 晋城市总工会举办
职工心理课堂， 帮助职工调节心
理， 放松心情， 体现了工会组织
对职工的人文关怀， 拉近了工会
组织和职工之间的距离， 这样的
做法， 很有必要， 更值得点赞。

职工的健康， 包含身体健康
和心理健康两个方面， 但长期以
来， 很多企业往往只注重职工身
体健康，心理健康常常被忽视。随
着现代企业管理思想的不断深
入， 企业越来越重视对员工的人

文关怀，关注员工心理健康，提升
员工心理健康水平和幸福指数，
成为企业和工会组织关心重视的
一个现实问题。 只有让员工抛下
思想包袱和心理压力， 塑造阳光
健康心态，才能轻松地投入工作，
才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期待各级工会组织和相关企
业切实做好广大职工心理健康服
务工作， 积极推进职工心理服务
体系建设， 不断探索职工心理关
爱的新方式、 新做法， 更好地护
卫职工心理健康。 □刘予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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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退休年龄的老年劳
动者无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既是劳动保护问题、 法律问
题， 也是社会问题。 有关部
门应在广泛调研、 充分征求
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推动《社
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 》
等法律法规的修改， 用顶层
制度设计消除老年劳动者工
伤保障的“法治真空”。

■世象漫说

2022年底， 淮河能源控股集
团 “90后” 青年职工赵海龙算了
一下年收入 ： “接近30万元 ！”
这个数据让赵海龙有些惊讶， 获
聘集团首批资深技师一年的薪
资， 比原先岗位收入翻了一番。
（2月27日 《工人日报》）

据报道， 去年起， 淮河能源
控股集团首次聘任19名工人为首
席技师、 资深技师。 首席技师最
高年薪可达60万元。 赵海龙也成
为资深技师中的一员。 该集团一
名职工说， “以前是同岗级同收
入拿 ‘死工资’， 现在多劳多得，
技高者多得 ， 大家当然干劲十
足 。” 该集团让技能人才成 “顶
流 ” ， 激励了更多职工向高技
能人才看齐， 激发了职工创新创
效活力。

顶流， 属网络流行词， 一般
冠之以知名度很高的人物、 事物
等。 淮河集团让技能人才成 “顶
流”， 其 “产改” 的力度不可谓
不大。 这则 “90后” 生产一线青
年职工赵海龙被评为资深技师
后 ， 年收入近 30万元 的 新 闻 ，
不仅让读者耳目一新 ， 赵海龙
本人都有些惊讶。

毋庸讳言， 当前， 部分企业
对技工、 技师的需求非常急迫，
一些企业在实施新技术时面临高
层次技能人才短缺、 招工难等问
题。 究其原因有多种， 但主要原
因之一， 还是产业工人总体收入
还不够高， 职业发展通道还不够
畅通。

笔者以为， 要充分调动产业
工人学技术的积极性， 薪酬待遇
是关键之一。 淮河集团让一线产
业工人凭技能拿高薪， 让技能人
才成 “顶流”， 不仅改革了企业
内部对技能人才的评价体系， 还
有力提升了高技能人才的经济地
位 。 此举具有一种鲜明导向作
用， 一线产业工人只要像赵海龙
这样刻苦学习技术、 努力工作，
照样可以有干头、 有奔头、 有盼
头。

□周家和

无人零售

职工心理健康需要悉心守护

廖海金： 随着消费市场日趋
活跃， 部分商家趁机在农村地区
生产销售山寨礼品、“三无” 产品
等假冒伪劣商品。 据天津商业大
学一项调查显示， 有50%的消费
者因“仿制逼真，难以区分”购买
过山寨食品。 捍卫 “舌尖上的安
全”，农村不能成为盲区。不让山
寨食品下乡，监管必须“上线”。

王琦： 近日， 各地老年大学
纷纷开始了春季学期的报名、 入
学工作。 老年大学针对老年人各
式各样的学习需求设立了不少的
课程， 受到老年人欢迎。 发展老
年教育， 需要多方发力， 要调动
各种力量， 扩大资源供给。 老年
大学可以积极开拓线上课程资源
和教学平台， 以 “互联网+” 模
式发挥线下有限课程资源的辐射
效应， 让更多老年人可以参与进
来。

在陕西咸阳市的一处鞋匠铺
里，残疾人李斌用手握住鞋帮，给
鞋底上胶、打钉、磨边。仅需几分
钟， 他就将一只破损的皮鞋修补
好，转身递给一旁的顾客试穿。李
斌说，今年以来，他每天从早上9
点来到“小滨工坊”干到天黑才下
班，修理的鞋少则70只，多则上百
只。 （2月27日《陕西工人报》）

据报道， 为满足周边群众日
常需要， 咸阳市秦都区渭滨街道
办事处开设了“小滨工坊”便民服
务中心， 一方面辟出场地并免掉
房租以吸引残疾人来此就业，另
一方面给予老年群体优惠以招徕

更多顾客， 实现了双向的供需匹
配， 让有一技之长的残疾人实现
了就近就业。

如何拓展残疾人就近就业的
门路？笔者以为，咸阳市秦都区渭
滨街道办事处在“小滨工坊”便民
服务中心里为残疾人开辟一席之
地， 就是值得学习的好做法：一
来，残疾人属于特殊群体，为他们
就近就业提供经营场所和政策上
的支持， 体现了全社会对残疾人
的关爱， 可以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和创业心；二来，“小修小补”便民
服务凭借的是手艺和技能， 很适
合残疾人就业， 可以为他们开创

一条成本轻、见效快、前景广阔的
就业门路， 真正解决残疾人的生
活和发展问题；三来，可以激发残
疾人创业、就业的热情，培养更多
“小而精”“小而专”的群众身边的

手艺人， 让传统的技艺得到发扬
光大， 使百姓就近享受到常态化
的“小修小补”便捷服务。

期待残疾人就近就业场所能
够多起来！ □费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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