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4月11日 《工人日报》 报
道 ， 近期 ， 由北京市总工会牵
头， 北京市安全生产联合会、 北
京市快递协会共同起草制定的
《快递从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管
理规范》 团体标准正式发布。 该
标准规定了劳动用工 、 安全保
障、 职业卫生、 争议处理等多个
方面的劳动权益保障要求， 为快
递企业保障从业人员权益提供了

全面的参考和指导， 为快递行业
从业者提供了更加公平、 合理的
劳动条件。

人社部印发的 “两指引一指
南”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
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指引》 《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规则公示指
引》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
护服务指南》） 提出， 工会组织
要发挥帮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协
商、 维权的功能。 北京市总工会
牵头制定的管理规范团体标准，
是落实 “两指引一指南” 的具体
行动， 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
益保障领域探索跨部门综合监
管服务的一项创新性举措， 为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增添了
新路径。

当前，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
益保障领域较为突出的问题，主
要体现为一些平台企业与劳动者
劳动关系认定难， 基本劳动标准
不规范、不健全，劳动者的社会保
障存在短板等。 该管理规范针对

现实问题，从确定相关标准、厘清
劳动条件， 到强化机制保障等方
面，做出具有操作性的规范。在国
家层面相关法规出台之前， 这样
的地方性规范文件为平台企业行
使用人自主权提供了参考标准、
确立了行为规范， 是为保障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夯基固本的又
一实践样本。

促进新就业形态的发展，保
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 相关管理规范的制定既要有
利于发挥新兴行业的优势， 又要
给平台企业提出具有约束力、公
平合理、 便于统一使用的管理规
则。从这个意义上说，确立新就业
形态劳动管理规范， 既要督促平
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充分体认
劳动者和企业利益的高度关联
性， 从内部建立起有温度的管理
机制， 又要防范平台企业在管理
上“甩包袱”，逐步构建起劳动关
系双方权利义务相对平衡的制度
规范。 而出台具有针对性的外部

指导性规范， 无疑有助于平台企
业向着这个方向前行。

其实， 有关新就业形态劳动
管理， 国家有关方面已经出台了
一些原则性的制度规范。 比如，
人社部等8部门在 《关于维护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
指导意见》 中确立了劳动关系的
认定标准， 各地正在开展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各级工会不断加强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建会入会和集体协商工作
等， 这些都为完善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权益保障提供了基本的行为
准则和示范 。 现在的关键任务
是， 如何将这些行为准则规定落
实到实践中， 并逐步形成具有普
遍适应性而且能够兼顾促进新业
态发展和新就业形态规范管理双
重要求的统一制度， 而这需要各
地立足本地实际， 不断探索， 同
时需要国家相关部门不断总结从
而形成规范性文件。

事实上， 相关探索和总结工

作正在各地广泛开展。 比如， 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试
点不断扩大， 而且有新的方式参
与其中； 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的
认定逐步细化， 已经形成了一些
基本的标准；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的劳动条件、 职业安全防护等已
经有了一定的共识， 平台企业滥
用算法问题受到了明显的抑制；
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组织起来建
会入会， 通过集体协商、 签订集
体合同强化权益保障已经取得了
明显成效； 通过构建 “一站式”
调解机制， 强化劳动纠纷多元化
解， 维权机制不断完善等。

跨部门联合出台管理规范，
有利于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管理
向规范化方向迈进， 为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权益保护增添了新路
径。 期待这样的规范发挥出应有
作用， 将相关探索形成的经验进
行整合和优化， 为调整新就业形
态劳动关系规范性文件的出台提
供助力。

汪昌莲： 斑马线既是保护行
人、 降低事故风险的 “生命线”，
也是体现一个城市交通参与者良
好形象的文明线。 但在现实中，
车辆与行人抢道现象却时有发
生。 要让斑马线真正成为 “生命
安全线”， 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
应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 车辆
和行人各守规矩， 才是文明和谐
的城市交通。

随着线上线下消费场景的融合， 一些商家擅自
利用消费者真实消费场景直播， 进行引流营销， 消
费者的反感指数直线上升。 记者以 “被直播” 为关
键词搜索， 发现在一些社交平台上， 这类 “吐槽”
不少： “太糟心！” “没有隐私权” “真的服了”
“很烦” ……有网友明确表示， “不想被实时直播
生活。” （4月15日 央广网） □王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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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bjldwbpl@126.com│本版编辑 康雪冬│美术编辑赵军│校对 张旭│２０24年 4月 17日·星期三

跨部门联合出台管理规
范， 有利于推动新就业形态
劳动管理向规范化方向迈
进， 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
益保护增添了新路径。 期待
这样的规范发挥出应有作
用， 将相关探索形成的经验
进行整合和优化， 为调整新
就业形态劳动关系规范性文
件的出台提供助力。

■世象漫说

■有感而发

心理健康知识讲座提升职工幸福指数

付彪：从2003年开始，每年的
4月16日正式确定为 “世界噪音
日”，希望通过对于噪音污染等相
关知识的宣传， 能够让越来越多
的人了解这个 “看不见的杀手”。
声音无处不在，但当声音过大，对
人及周围环境造成不良影响时，
就形成了噪音污染。 生活安宁是
每个人的美好追求。 噪声污染防
治是个系统工程，在完善立法、加
强法治的同时， 更需要全社会的
共同参与。

“被直播”

让斑马线真正成为
“生命安全线”

扎牢制度“篱笆”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

日前， 江苏泰州市海陵区总
工会联合江苏隆基乐叶开展 “赋
能减压 从心开始 ” 心理健康知
识讲座 ， 增强职工心理健康意
识， 提升职工的幸福指数。 （4
月16日 《江苏工人报》）

本次心理讲座由泰顺社区心
香心理服务中心主任涂冬侠通过
“画说压力” “突破困境” 体验
式游戏和模拟情绪对话带领大家
认识情绪， 让职工们了解语言暴
力的危害、 错误的情绪压力处理

方式， 帮助职工掌握自我关爱、
自我觉察、 自我调适的方法。

相关单位要对职工的心理健
康予以高度重视。 笔者建议， 除
了请专家线下开展心理健康辅
导， 工会组织还可以通过开通心
理健康咨询热线、 建立心理咨询
室等方式服务职工， 让职工科学
认识心理疾病， 正确应对心理压
力。 对有较重焦虑倾向和心理问
题的职工提供 “一对一” “订单
式” 心理关爱服务。 另一方面，

多开展有意义的文娱活动， 帮助
职工预防心理障碍、 缓解精神压
力。 比如开展读书竞赛， 丰富职
工文化生活； 开展文体活动， 促
进职工身心健康； 开设摄影、 瑜
伽等 “益趣课堂”， 培养职工文
明的生活方式。

工会组织要多渠道多方式帮
助职工缓解和释放心理压力， 让
职工实现身体和心理 “双健康”，
提升他们的幸福指数。

□余清明

文化进基层，打造职工身边的“流动文化宫”

噪声污染防治
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随着天气转暖， 出游踏
青人数增多， 带动露营经济
持续升温。 某销售平台数据
显示， 3月以来， 仅露营帐
篷成交额就环比增长240%。
露营成为休闲新风尚， 为文
旅消费注入了新活力。 但随
着露营经济快速发展， 部分
经营单位在管理、 服务及基
础设施方面的短板也逐渐暴
露， 亟待完善相关配套， 提
升消费体验， 推动露营经济
可持续发展 。 （ 4月 15日
《经济日报》）

随着生活节奏加快， 人
们对于休闲度假的需求日益
增长。 走进沙滩、 草地、 花
丛、 树林， 搭一座帐篷， 看
山峦渐绿的颜色， 听枝头重
现的雀跃， 享受贴近自然独
有的愉悦， 近年来， 露营作
为一种新兴的旅游方式， 逐
渐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成为文旅消费的新风口。

露营经济以其独特的魅
力和广阔的市场前景， 正引
领着文旅产业创新发展， 为
文旅产业带来新的增长点。
推动露营经济可持续发展，
要制定服务标准和规范， 完
善露营运营标准、 监管体系
及惩罚机制， 加强公共营地
建设 ， 将露营基地土地使
用、 装备配备、 安全保障、
环境保护等内容纳入行业监
管范畴。

露营作为一种集休闲、
娱乐、 体验于一体的活动，
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营地经
营者和露营者要牢固树立环
境保护意识， 遵守景区安全
管理规定， 规范露营秩序和
行为， 将 “文明露营” “无
痕露营” 理念落到实处， 共
同保护好生态环境， 营造安
全 、 文明 、 和谐的旅游环
境， 让露营成为更美的诗和
远方。

□潘铎印

推动露营经济
可持续发展“有一种奉献叫劳动，勤奋劳

动是我的执着……”4月13日，在
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一工人文化宫
南广场， 伴随铿锵有力的小合唱
《劳动最光荣》， 石家庄市总工会
2024年“唱响‘职工大舞台’文化
进基层”系列活动正式启动。这是
石家庄市总工会 “2024年度服务
职工10件实事” 之一。（4月16日
《河北工人报》）

据报道，今年，石家庄市第一
工人文化宫采取企业职工 “点餐
式”文化服务方式，送宣讲、送书
法、送舞蹈、送戏曲……将丰富多
彩的文艺节目和文化普惠服务送

到基层、送到企业、送到广大一线
职工身边。打造“流动文化宫”，切
实让工人文化宫牌子亮起来、服
务阵地用起来、职工群众笑起来。

工人文化宫是职工文化活动
的重要阵地。 现在全国各大中小
城市普遍建有工人文化宫， 可由
于诸多因素， 很难全方位满足职
工多样化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如何有效解决这一现实问题？ 让
文化进基层 ， 打造职工身边的
“流动文化宫”， 不失为是一个好
方法。

笔者以为，职工“点单”，工会
“配送”，打造“流动文化宫”，具有

灵活、多样、便捷的特点，架起了
一座以文化服务职工的 “连心
桥”。此举将职工所需的工人文化
宫优质文化资源“流动”到职工身

边， 可更好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
活， 提升工会精准化服务职工水
平， 进一步增强职工群众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周家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