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决灵活就业者社保问题须求根治本

“5月1日起新规实施， 再提
严查 ‘挂靠’ 社保， 举报可获10
万元奖励。” 近日， 在北京从事
文案撰写工作的黄希刷到这条消
息时， 有些 “瑟瑟发抖”。 由于
没有固定单位、 自由 “接活儿”，
黄希便采取 “挂靠” 方式， 将社

保交由一家机构代缴。 今年5月
起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工作
管理办法》 实施， 在多项规定对
社保 “挂靠” 划出 “红线” 的背
景下， 仍有一些灵活就业者受户
籍 限 制 无 法 在 工 作 地 参 保 ，
选择 “挂靠” 社保。 “挂靠” 叫
停后 ， 他们在工作地怎么上社
保， 社保需求怎么解决？ 这些问
题备受关注。 （5月15日 《工人
日报》）

国家设立社保制度旨在保障
劳动者在年老、 失业、 患病、 工
伤 、 生育时的基本生活不受影
响 。 根据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险
法， 劳动者通过单位参加社会保
险， 是以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
系为前置条件， 这就难免让以完
成特定任务获取劳动收入、 未与

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灵活就
业者 ， 面临参加社保的现实问
题。 由于目前我国社保制度框架
下， 劳动者参保实行属地管理，
一 些 灵 活 就 业 者 因 户 籍 不 在
工作地， 为享受社保待遇甚至甘
冒违法犯罪的风险 ， 选择 “挂
靠” 方式参加社保。 于是， 为了
能享受社保待遇， 一些灵活就业
者 希 望 借 助 虚 构 劳 动 关 系 ，
即由具有法人资格的机构 “代
缴” 社保， 也因而催生出 “社保
代缴” 的灰色产业链。 这种现象
不仅有违国家建立社保制度的初
衷 ， 而 且 为 某 些 不 法 分 子 骗
取 社 保基金提供了可乘之机 ，
严重影响社保基金的安全性与公
平性。

鉴于此， 近年来国家在对骗

取社保的不法行为加大打击力度
的同时 ， 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 并彻底叫停了社保 “挂靠”。
叫停社保 “挂靠”， 是维护公平
正义和保证社保基金安全运行的
必然抉择， 完全必要。 值得关注
的是 ， 在社保 “挂靠 ” 被叫停
后， 如何解决灵活就业者因户籍
与工作地不一致而面临的问题，
确保他们能顺利在工作地合法合
规地参加社保， 无疑考验着各地
政府的治理智慧。

一些灵活就业者即使深知社
保 “挂靠” 法律风险大， 且成本
较高， 也热衷于通过虚构劳动关
系的方式在工作地参加社保 ，
其深层次的动因还在于一些地方
把买房购车和子女入学资格等公
共优惠政策直接与社保挂钩， 让

一些灵活就业人员在权衡参保背
后 “真金白银” 的福利与潜在风
险 的 时 候 有 了 打 社 保 政 策
“ 擦 边 球 ” 的逐利冲动 。 社保
“挂靠” 的叫停， 从短时间看会
影响灵活就业者参加社保的方
式 ， 但 从 长 久或全局角度看 ，
却是治理社保基金风险隐患的重
要保障。

要切实保障灵活就业者群体
的权益， 必须求根治本地寻求解
决问题的方式。 例如， 我国社会
体制改革深化进程中， 相关部门
秉承 “小步快跑” 的原则， 正在
试点社保异地结算， 加快推进社
保在全国层面的统筹。 唯有兼顾
权益与安全， 才能让社保基金真
正发挥出蓄水池与安全网的积极
作用。

近年来， 网红经济新业态渐趋成熟， 直播带货
日渐兴起。 今年3月发布的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 显示， 截至2022年12月， 我国电商直
播用户规模为5.15亿， 占网民整体的48.2%。 不少
售假团伙盯上了这一 “商机”， 纷纷入场直播带货，
以次充好、 以假乱真， 有的甚至打通了制假售假上
下游产业链， 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也给
商标权利人造成了巨大损失。 （5月16日 《检察日
报》） □陶小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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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挂靠”的叫停，从
短时间看会影响灵活就业
者参加社保的方式，但从长
久或全局角度看，却是治理
社保基金风险隐患的重要
保障。要切实保障灵活就业
者群体的权益，必须求根治
本地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

■世象漫说

功能虽多但操作繁琐 、
遥控器按键难以识别、 说明
书字体太小看不清楚……
“越智能越不会用” 是不少
老年人在使用智能家电时面
临的难题。 专家认为， “银
发经济” 前景可期， 应尊重
老年消费者的特定需求， 积
极推动家电产业适老化发
展。

随着科技的发展， 数字
化服务被广泛运用于人们的
日常生活， 老年群体同样有
权利享受由此带来的生活便
利。 但很多智能化家电新功
能的开发初衷， 并非为老年
群体设计， 也导致老年人使
用的频率不高或基本不用。
让老年人为了基本用不到的
新功能去改变沿袭多年的习
惯， 未免强人所难。

面对日益智能化的家
电， 许多老年人常常手足失
措、无所适从。尤其是大量新
功能、新界面、新平台的叠加
出现，常常让老年人不会用、
不敢用，怕弄错后多花钱、给
子女或他人添麻烦，等等。这
都在无形之中增加了他们的
心理压力， 导致只能凑合着
用或干脆弃而不用。

因此， 对智能家居进行
适老化改造， 要根据老年用
户的身体机能和使用习惯进
行功能调整或重新设计， 使
之更好满足老年人群体的使
用需求。 强化智能家电的适
老化改造， 让更多老年人共
享智能家电所带来的便捷生
活， 既是社会责任所系， 也
是抓住银发经济发展机遇的
必然抉择。

毋庸讳言， 智能家电是
技术进步的产物， 商家在利
用技术手段提高市场占有率
的同时， 不应忽视老年消费
者的实际需求， 从老年用户
需求的角度对家电产品进行
优化设计， 只有尊重老年消
费者的特定需求， 加快推进
智能家电适老化发展， 才能
让老年人的生活多一点简单
和从容 ， 少一点尴尬和焦
虑。 □吴学安

小心有坑

近日，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产业工人技能促进中心揭牌成
立， 在宝安劳模工匠代表、 一线
产业工人代表的见证下 ， 这所
“没有围墙的工会大学校” 投入
使用。 （5月16日 《工人日报》）

据了解， 宝安区产业工人技
能促进中心由宝安区总工会与深
圳市职工继续教育学院共同建
设， 将充分发挥工会职工教育主
阵地作用和学校职业教育师资专
业优势， 帮助产业工人提升专业
技能 、 岗位能力 、 就业创业能
力。

我们知道， 有技术的人从来
都不愁找不到工作。 可见， 掌握
一项专业技能是求职的 “法宝”。
工会为职工精心打造的 “没有围
墙的工会大学校” 助力职工技能
教育， 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首先， 给职工提供了宝贵的
学习机会。 眼下， 到学校学习，
一般需要各种门槛和资质 。 而
“没有围墙的工会大学校” 的技
能学校则打破了这样的惯例， 让
更多的人能进入学校学习技能。

其次， 让职工学习技能更加
系统化， 给他们打造了良好的成

长通道。 眼下， 各种新技术的发
展日新月异。 跟上时代的发展，
与时俱进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成
了越来越多职工的一种内在需
求。 显然， “没有围墙的工会大
学校” 给技能人才的培养提供了
很好的成长环境与土壤。

同时， 这也给我们社会做出
了很好的示范。 技能学习没有终
点。 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
际情况， 制定学习计划， 在 “没
有围墙的学校” 给自己充电， 让
技能学习成为我们的一种社会文
化和良好的社会风气。 □陶崇银

■有感而发

叶金福： 最近天气一下热起
来，一些平时脾气很好的人，一旦
坐到驾驶座上就好像变了个人，
脾气变得火爆易怒。 天津市交警
和平支队秩序管理大队交警提
醒，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路怒症。路
怒症会严重影响道路正常行车秩
序， 存在严重交通安全隐患， 科
学控制情绪可保障行车安全。 司
机朋友在开车时要学会控制情
绪， 做到不开 “情绪车” “赌气
车” 尽最大努力避免 “路怒症”。

刘予涵： 近日， 在宁波南高
教园区片区， 百名外卖小哥收到
了户外便携式水壶， 方便他们在
送外卖时喝水。 这些户外便携式
水壶是鄞州区首南街道文华社区
送出的， 每个容量达1300毫升。
小小一个水壶， 体现了社会对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关爱， 这也启
发我们， 关爱劳动者， 很多时候
并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 哪怕
只是一瓶水、 一声问候、 一句感
谢， 都是对他们最大的关爱。

天气变热了
别犯“路怒症”

要加快推进
智能家电适老化发展

“没有围墙的工会大学校”助力职工技能教育

小水壶
彰显大关爱

“这三年， 真要谢谢这个工
坊， 我靠这里的收入不但贴补了
家用 ， 还把娃带到能上幼儿园
了。” 陕西人林艳是 “老街共富
手工坊” 灵活用工的一员， 非常
感激 “老街共富手工坊” 让她度
过了产后青黄不接的那段日子。
（5月15日 《宁波日报》）

据报道， 宁波北仑柴桥街道
“老街共富手工坊” 成立三周年
以来， 从最开始的2个人发展到
定期上门员工20人， 零散员工还
在不断增加。 工坊内的员工大
多是店铺周边的居民， 特别是宝
妈、 残疾人、 低保低收入居民、
家庭主妇、 老年人， 他们利用日
常零散时间， 选择在作坊集中干

活或在自家单独做活， 承接了来
自多家不同类型的外贸企业的业
务， 玩具配件、 串珠、 贴片……
应有尽有， 各色各样。

在现实生活中， 由于种种原
因， 部分特殊群体存在着就业难
的问题， 既减少了他们的经济收
入， 给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又使潜在的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
充分的利用和发挥。 笔者以为，
宁波 “老街共富手工坊” 好就好
在， 不仅为残疾人、 低保低收入
居民等特殊群体提供了一个家门
口灵活就业的场所， 开辟了增收
渠道， 也缓解了一些企业劳动力
不足的矛盾， 为企业排了忧解了
难。 同时， 通过为特殊群体打造

了一个温暖的就业之家， 让他们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发挥自身
价值， 达到物质上增收、 精神上
富有， 同时还提升了他们工作和

生活的自信心， 增加了更多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期待这样的 “共
富手工坊” 多起来旺起来。

□费伟华

“老街共富手工坊”是温暖的就业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