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木须虫： 11月28日， 济南市
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济南市停车条例》，
为治理 “停车难” 开出了新 “处
方 ”： 从规划源头增加停车泊位
供给； 发挥价格调节作用， 推行
停车资源共享， 提供智慧停车服
务等等。 破解停车难， 要对症下
药， 应把城市停车服务当作一个
整体来管理， 配套合理的利益机
制来调节建设与运营。

网络主播跳槽后， 能否拿回
“我的脸”； 下了班还得微信办公
算不算加班；多平台接单的外卖骑手
受伤后找谁负责；“机器换人”之
下绩效考核标准怎么定……数字
技术的发展为人们生产生活带来
极大便利。 与此同时， 劳动用工
领域的新现象 、 新问题不断涌
现 ， 劳动者权益保障面临新挑

战。 （11月30日 《工人日报》）
《 中 国 互 联 网 发 展 报 告

2023》 蓝皮书显示， 从2012年到
2022年，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11
万亿元增长到50.2万亿元。 数字
经济的蓬勃发展， 带来了劳动形
态的重塑。 其在便利劳动者提高
工作灵活性、 自主性、 便利性的
同时， 也让劳动权益保障面临一
些新问题。 如何与时俱进筑牢数
字时代劳动权益保障篱笆， 已成
为一道必答的现实命题。

数字时代， 用工模式在管理
方式、工作时间、报酬支付等方面
呈现灵活性、多元性等特点，对劳
动关系的认定带来新挑战。 一旦
劳动关系不成立，劳动者的权益
将受到极大损害。 同时， 数字时
代打破了传统工作场所物理空间
的概念， 工作场所办公和远程办
公相结合的形式更为普遍， 上下

班的边界日益模糊， 一些劳动者
“下班不下线”， 存在隐形加班、
无偿劳动等侵权问题。

此外， 数字算法愈发精准，
劳动者与平台算法所建构的人与
技术的关系， 在实现精细化、 智
慧化管理的同时 ， 也让外卖骑
手、 网约车司机等新型劳动者的
权益保障更加复杂。 特别是数字
鸿沟下滋生的隐性门槛， 存在导
致劳动者遭遇各种花式就业歧视
侵权的风险， 愈发考验着劳动监
察、 劳动仲裁和司法机关保护数
字时代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智慧。

数字时代劳动权益保障存在
的上述问题， 一定程度上源于法
律和监管制度未能跟上时代发展
对劳动权益保护的要求。 综观现
行劳动法律规范和监管制度对劳
动权益的保护， 均以成立劳动关
系为切入点， 已明显不适应数字

化潮流中劳动者工作环境、 工作
方式逐渐数字化对劳动权益保护
的要求。 比如 “下班不下线” 的
侵权问题， 因现行劳动法未明确
赋予劳动者“离线权”，而难以从
根本上让劳动者远离隐性加班之
苦。又如近年来上了热搜的“设定
上厕所限时”、 数字化远程打卡、
智能坐垫监控上班是否“摸鱼”等
职场现象， 因现行法律和监管制
度未对企业用工管理自主权的边
界予以明确， 以致相关劳动纠纷
的解决长期陷入争议。

“源浚者流长 ， 根深者叶
茂。” 数字时代劳动权益保障方
面， 不仅不能让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被 “悬空”， 同时也不能让执
法、 司法等部门依法保护劳动者
合法权益面临 “心有余而力不
足” 的尴尬。 因此， 不论是从保
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出发， 还是从

提升监管效能、 妥善处理劳动纠
纷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考量， 都
应与时俱进筑牢数字时代劳动权
益保障篱笆。

对此， 必须完善顶层制度设
计。 一方面， 相关部门要通过适
时修法、 出台条例和司法解释等
方式 ， 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细
则， 明确界定数字时代劳动者与
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 努力
推动实现法律在数字时代对劳动
权益的保障实现全覆盖。

另一方面， 要着力构建线上
用工监管模式。 劳动监察部门要
主动拥抱数字时代劳动权益保障
的新要求， 把用工监管的范畴及
时从线下扩展到线上， 从而通过
数字化的精准监管， 为劳动者构
建起完善的权益保障机制， 实现
数字时代劳动者的权利救济与维
权支持。

记者从山西省交通运输厅获悉， 为进一
步方便货车司机群体工作出行， 山西省交通
运输厅已安排1200余万元专项资金 ， 将于
2023年年底前再建设40个功能实用、 经济实
惠 、 布局合理 、 方便快捷的 “司机之家 ”。
（11月28日 新华社） □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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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 ，
带来了劳动形态的重塑。其
在便利劳动者提高工作灵活
性、自主性、便利性的同时，
也让劳动权益保障面临一些
新问题。 如何与时俱进筑牢
数字时代劳动权益保障篱
笆， 已成为一道必答的现实
命题。

■世象漫说

近日， 有读者来电反映： 在
短视频平台， 有很多主播在直播
间或短视频中挂上手机游戏链
接， 声称下载游戏、 注册账号玩
游戏有福利， 包括 “注册免费送
888礼 包 ” “ 0.1折 无 限 充 值 ”
“签到领红包” “升级到××级拿
平板、 手机、 电脑” 等。 然而，
注册账号进入游戏后发现， 所谓
福利根本无法兑现。 （11月30日
《法治日报》）

近年来， 随着短视频平台的
兴起， 越来越多的企业在短视频
平台进行品牌推广和营销。 有报
告显示， 2022年， 中国移动游戏
行业在短视频平台上的广告投放
量最高 ， 在全渠道中占比超过
40%。

治理网络游戏广告虚假宣传
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既需要加大
对网络游戏广告的监管执法力
度， 严厉查处相关违法行为， 充

分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作用， 更
需要短视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
建立严格的自律机制， 加强对游
戏广告的审查和管理， 利用技术
手段筛查 、 屏蔽违法广告 。 同
时， 畅通投诉举报渠道， 鼓励公
众参与监督 。 只有多方协同发
力， 才能有效遏制游戏虚假宣传
行为， 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推动游戏广告行业健康良性发
展。 □付彪

■有感而发

多方协同加大对网络游戏广告的监管

11月28日， 福建省福州市仓
山区残疾人就业招聘会在榕城广
场举行。 此次招聘会共有21家企
业提供105个就业岗位。 今年以
来， 仓山区通过金融支持、 就业
培训、 专场招聘等方式， 加大残
疾人就业创业扶持力度， 拓宽残
疾人就业创业渠道。 （11月29日
《工人日报》）

劳动创造了人类文明， 作为
社会大家庭的成员， 残疾人同样
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 是推进社
会发展的力量。 对于许多残疾人
来说， 顺利就业既是他们最迫切
的愿望， 也是他们实现人生梦想
的重要途径 。 无数事实早已印
证： 残疾人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
努力， 做出和健全人一样的社会

贡献。 况且， 让残疾人顺利实现
就业， 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
既是解决残疾人生存问题的根本
途径， 更是构建和谐社会， 确保
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

就业关乎国计民生， 关乎千
家万户切身利益。 为让更多的残
疾人能自食其力 ， 活出人生精
彩， 就需要各级各部门共同打好
“组合拳”， 摒弃偏见或歧视， 助
力有劳动力的残疾人能顺利就
业。 因为这不仅事关一个家庭的
福祉、 也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高
质量发展。 同时， 残疾人权益保
障程度也是社会文明的一面镜
子， 残疾人权益保障越完善， 社
会文明程度就越高。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也是经

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 让我们用
心用情用力点亮残疾人就业梦
想， 促进他们平等参与社会生产
生活， 着力构建残疾人事业持
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当前尤其
要有针对性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鼓励支持残疾人就业创业， 帮助
更多残疾人通过劳动、 参加就业
获得收入， 实现人生价值， 不断
增强他们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
全感。

□王小梅

吴学安： 为了让老年人乘坐
公交车更安全、 舒适， 近日泉州
公交集团添置了10部适老公交
车。 适老公交的投用， 更好地满
足了老年人的乘车需求， 提升了
他们公共出行的安全感、 幸福感
和获得感。 老年人乘坐公交看似
小事， 但背后是关乎百姓出行和
民生福祉的大事。 适老公交让老
年人出行更加方便快捷， 值得推
广。

“司机之家”

近日 ， 共青团中央 、 中央
宣传部、 中央网信办、 教育部、
公安部、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15
部 门 联 合 印 发 的 《关 于 开 展
“权益岗在行动： 向电信网络诈
骗说不 ” 专项活动的通知 》 要
求， 从通知之日起到明年春季，
动员各级维护青少年权益岗 ，
2023—2024年度维护青少年权益
岗创建单位 ， 重点针对刷单返
利 、 虚假网络投资理财 、 “校
园贷” “培训贷” 等网络贷款、
虚假招聘 、 虚假购物 、 网络游
戏产品虚假交易 、 网络婚恋交
友诈骗等侵害青少年合法权益
的多发高发电信网络案件类型
和突出问题 ， 立足职责分工集
中开展相关工作 。 （11月28日
央广网）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 要
给网线通上法律的 “高压电 ”，
凡是敢在互联网上向青少年伸
出诈骗 “黑手” 的都要予以高压
严打。 各地网信、 公安、 检察等
部门要依法严厉打击侵害青少年
权益的违法行为。

织密青少年防范网络诈骗的
“防护网 ”。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
来， 是民族的希望， 青少年的健
康成长关乎亿万家庭的幸福安
宁， 关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
各地相关部门要聚焦突出问题，
从网络素养促进、 网络信息内容
规范、 个人信息网络保护、 网络
沉迷防治等方面构筑青少年网络
安全屏障， 大力整治危害青少年
身心健康的突出问题， 为切实保
障青少年合法权益、 护航青少年
健康成长、 守护亿万家庭幸福安
宁提供重要支撑。

守护青少年合法权益和身心
健康亟需全社会共同努力， 一刻
也不容懈怠。 各地政府部门、 网
络平台、 家庭、 学校等各方面，
要压实各自责任， 锲而不舍地推
动打 击 治 理 电 信 网 络 诈 骗 违
法犯罪工作走深走实 ， 提升网
络治理效能， 筑起全链条、 全方
位的网络保护屏障， 营造安全、
清朗的网络环境， 让网络为青少
年的生活添彩， 为青少年的成长
赋能。

□潘铎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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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筑牢数字时代劳动权益保障篱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