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2月26日《北京青年报》报道，近日，有消费者称，
自己 2天内在同一网店购买的两部相同型号的手机，因
商家宣称的价格保护活动不同，较早购买的一台可以退
差价，而2天后购买的那台无法进行价格保护。

价格保护，即在消费者购买商品后一定时间内，如果
商品价格下降，商家要为消费者退回差价。时下，不少电
商平台和店铺都有类似承诺，为的是帮消费者打消价格
顾虑，促使其果断下单。若真有价格变动，大多数商家也
能积极为消费者退差价，但有时也会闹出一些不愉快，比
如一些商品因是赠品、使用了优惠券等而无法被保价，平
台和店铺的价保政策相互打架、规则套规则等。价格保
护不能成“画饼”，在电商竞争日趋白热化的今天，消费者
的价格保护体验，同样是一条不容忽视的赛道——规则
再简单、明确些，退差价再痛快点，功不唐捐，长远看收获
的一定是更多人气、信任和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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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工人日报》2 月 27 日报道，当下，“隐

孕”成为一些地方女性不得已的职场生存策

略。因担心被降薪、辞退或影响试用期转正、

升职加薪等，一些职场女性选择“隐孕”。在

“隐孕”的另一端，是一些企业对于孕产期女

职工可能带来的额外用工成本的担心。专家

建议，在国家提倡生育三孩的背景下，应建立

合理的生育成本分担机制，打造生育友好型

职场环境，提升女职工生育意愿。

女职工通过“隐孕”来保护自身的就业

权和生育权，这类问题在一些企业时有发

生，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可以找到不少类似

案例，其中有女职工胜诉的，败诉的情形也

不少见。女职工这种避害性选择，蕴藏着不

可控的职业风险。一旦“隐孕”事项暴露，涉

事女职工有可能面临“欺诈”带来的被辞退

或被迫调动岗位等后果，给自身职业生涯埋

下隐患。

一些女职工对“隐孕”可能带来的后果

并非不知晓，其依然选择隐瞒的逻辑是，一

旦明示自己怀孕，用人单位可能不录用自己

或者在录用后调整岗位，导致其不能获得自

己心仪的工作或者失去当下相对满意的岗

位和待遇。

“隐孕”现象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女职工职

业生涯存在的制度性风险。比如，尽管妇女

权益保护法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为女职工

生育而给予就业歧视，或者给予不合理、不公

平的职业待遇，否则将受到法律的惩罚，但这

种处罚往往是滞后的、不确定的。虽然劳动

法律法规明示用人单位必须遵守女职工特殊

劳动保护的禁止性规定，但不少地方在执行

层面并不严格，给一些用人单位提供了游走

于法律边缘的可能。尽管修订后的人口与计

划生育法规定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

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

育、教育负担，但缺乏细化的具体的操作规

定，一些用人单位在录用女职工后，往往会面

临女职工怀孕带来的岗位管理和经济成本方

面的困扰，企业自然会选择对自身最有利的

“对策”。

当下，我国面临人口负增长的压力，无论

从劳动力再生产的角度，还是从女职工特殊

劳动权益的保护角度出发，干扰或限制女职

工生育权都是应受惩治、被叫停的行为。而

解决因生育带来的额外用工成本问题，是消

除“隐孕”现象的治本之道。

事实上，一些国家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探

索出不少可行方案。比如，将女职工的生育

成本从用人单位层面转移到社会层面，通过

相关法律，明确转化为社会成本的具体路径，

以减轻用人单位的负担。目前，在提倡生育

三孩政策的激励下，我国一些地方正在逐步

推动怀孕成本社会化分担机制的探索，出现

了诸如养育补贴、配偶陪护假、延长女职工生

育假期等政策，但相关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

触及工资、社会保险等核心用工成本的社会

转移机制。

女职工为了职业生涯而选择“隐孕”是出

于无奈，这种现象对女职工而言是不公平的，

对用人单位而言是不合理的，对社会而言是

不可持续的。让“隐孕”不再成为女职工职业

生涯的风险选项，关键在法律制度的健全和

完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立生育友好型

社会，而破解女职工“隐孕”困局是其中不可

回避的一个环节。近来，我国有关研究机构

借鉴国外相关实践，提出了不少相对成熟的

生育成本社会化分担的政策建议。期待有

关部门尽快将女职工生育成本分担机制从

理论探索层面落实到实践层面，让用人单位

和女职工以及相关各方都能有据可依、有策

可循，消除类似“隐孕”问题，推动和谐劳动

关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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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从女职工特殊劳动权益的保
护角度出发，干扰或限制女职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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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而解决因生育带来的额外用
工成本问题，是消除“隐孕”现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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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建国

近年来，各地纷纷释放求贤若渴的强烈

信号，推出了一系列富有含金量的招才引智

政策。在引才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城市管理

者意识到，引才为先，留才为重，用才为本。

（见 2月 2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人才是第一资源。从单纯的引才，到强

调引、留、用并重，显然是一种进步，也是实践

给出的答案。一些企业正是因为招来人才后

更重视其作用的发挥，才慢慢打开了招才难

的局面。

前段时间，笔者与江苏扬州一家企业

的负责人交流发现，一些竞争比较激烈的

行业，对人才依赖度极高，企业若没有博士

团队，“出去说话的底气都不足”。谈及招才

心得，该企业负责人说：“博士不都是招来

的”——企业在招人才，人才也在挑企业，

博士们会私下打听，招才政策能不能落实、

有 没 有 前 途 。 先 来 的 博 士 发 展 得 越 来 越

好，自然成了一张生动的招才名片。这也

说明，留才用才也是招才引才的重要方式

和路径。

待遇留人、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同样适

用于引才。对于人才来说，富有诱惑力的引

才政策当然是需要的，但任何一个有理想有

抱负的人才，都不会满足于眼前待遇，而会

更加重视未来前景。一个历经十数年寒窗

苦读、在相关专业领域出类拔萃的人，心中

所想绝不是眼前的三五斗那么简单。如果

不能才尽其用，“一把米”又能留住人才多

久？现实中，有的地 方 和单位争戴“人才

帽”，大搞“抢人大战”，引进人才后却未能对

其有效利用，导致一些人才灰心丧气，甚至

一走了之。

招才引智的目的是推动工作、促进发展，

这个“发展”不仅仅是企业发展，还应包括人

才自身的发展。数据显示，2021 年想去北上

广工作的大学生占比 34.1%，想去二线省会

城市或经济较为发达的非省会城市的占比

39.27%，总计超过 70%。某种程度上，这说明

“大城市里施展才能和个人发展的机会更

多”。所以，各地应准确把握和满足人才的现

实需求和心理需求，在招才引智上多一些精

准性和持续性。

要做好“引才为先，留才为重，用才为

本”，还应处理好外来人才和本土人才的关

系问题。现实中，“热了女婿冷了儿”“招来

女婿气走儿”的情况不少。人才来源有外来

本土之分，但人才使用不应有内外之别，更

不能顾此失彼、厚此薄彼。而且，今天招引

的外来人才，可能就是明天的本土人才，当

一些“新人”看尽前贤成败，看到本土人才

被荒废，其对自身前途的信心恐怕也会受

到打击。

“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

成风。”招才引智，招得来是本职，用得好是本

事。时下，各地多措并举优化人才发展生态，

激发人才发展活力，正体现了这样的导向。

期待更多地方能够不断培育让人才生根、发

芽、开花的工作土壤、生活土壤以及实现个人

价值的精神土壤。

何勇海

据近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在“接力贷”之后“连心贷”又

上了热搜。有市场消息称，农业银行近期针对一些购房者推

出新的商业贷款产品“连心贷”，主要以未婚男女朋友作为共

同还款人。记者了解到，“连心贷”多年前就已推出，但市场需

求不大，只有少数银行可以做，对贷款人而言，也存在不小的

风险。

“连心贷”指为明确婚前财产归属或增强还款能力，未婚

男女朋友作为共有权人，由双方或者一方向银行申请的个人

住房贷款。

以往的住房按揭贷款，最为常见的是夫妻作为共同借款

人，也有共同借款人是父母、兄弟姐妹等其他家庭成员或直系

亲属的情形。“连心贷”将未婚情侣作为共同借款人，是对共同

借款人范围的一种突破。

这种做法有一定积极意义，比如，共同借款人的增加，可

以一定程度上增强彼此间关联度和守信度；放出去的贷款多

了还款人，对银行来说多了一份保障；对房地产市场而言，购

买人群扩围，也是一种利好。

然而，“连心贷”的风险也不可小觑。比如，男女朋友是情

感关系，并没有法律关系，若出现情感纠纷导致分手，违约责

任如何划分？出现赠与、继承、转让、出租、被查封、抵押等情

况怎么办？这也可能导致银行的不良贷款增加。如此，“连心

贷”很容易演变成“纠纷贷”“多输贷”。

此外，“连心贷”可能催生骗贷行为。在一般的购房行为

中，共同借款人不论属于单身、结婚还是离异，都可以开具相

关证明，但男女朋友关系如何界定和证明？近年来，骗贷在商

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中并不鲜见，双方到底是不是男女朋友，

所用的身份信息是否真实，银行能精准核实吗？

一些银行在研发贷款产品上寻求创新突破，无可厚非，怕

就怕只顾推出产品而忽视其后续风险和现实操作性。此前，

“彩礼贷”刚出台即被叫停，就是例子。

银行的产品增多、业务范围扩大，可以给民众更丰富的选

择和更优质的体验，但其应遵循的前提和原则是，要考虑相关

产品推出的必要性、可覆盖面，要守好安全底线，“多一些安

心、少一些风险”应该成为类似“新产品”的底色。

商贷产品当守住安全底线

林琳

“大连保洁员拾金不昧行为属实”，2
月27日，辽宁大连市西岗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通报了针对“紫航海鲜大饭店保洁
员被开除”事件的调查结果——宋某某
拾金不昧行为属实，予以褒奖；涉事第三
方保洁公司有关负责人在与宋某某沟通
中处置不当，宋某某离职，在充分尊重其
个人意愿基础上，西岗区有关部门协助
推荐工作；涉事饭店内部管理不到位，对
在事件过程中发表不当言论的相关管理
人员进行严肃处理。

在此之前，有关这一事件的热搜已
有多个——“饭店保洁员捡 2 万元报警
寻失主被开除”“饭店开除拾金不昧保洁
员后收大量差评”“公司领导回应保洁捡
2万元报警被开除”“捡 2万元现金报警
被开除保洁员发声”……

如今，事情总算水落石出。保洁员捡
到了2万元，主动交给饭店寻找失主，眼
见几天没有动静，便想把钱要回来报警找
失主，结果饭店不肯把钱给她，还说她想
要回去据为己有。报警当天，保洁员被所
在第三方公司告知“你赶紧走啊”。

保洁员所说的“被开除”与官方通报
的“离职”不是一个概念。这当然影响事
情的恶劣程度，但并不妨碍一些基本的
判断。

与那些“传统”的拾金不昧新闻不
同，此番事件中让人无法释怀、不能理解
甚至颇为愤怒的是，拾金不昧这么难
吗？需要这么多流程和步骤吗？拾金不
昧怎么就演变成了“证明拾金不昧”“调
查拾金不昧”的连续剧？

宋大姐（宋某某）拾金不昧之所以难，
在于这中间参与进了其所在的劳务派遣
公司及其实际用工单位，这两方，一方想
息事宁人，劝宋大姐别管闲事；一方收下2
万元后找失主特别不积极。幸亏宋大姐
有一些与保洁公司有关负责人之间的录
音，从中可以判断出其拾金不昧的想法，
否则调查起来可能还真说不清了。

对涉事饭店这波“无事生非”的操作，
网友们给予了很多不留情面的差评——

“拾金不昧反被打击报复，这种饭店太
黑”“快把这家店列为永久黑名单吧”“两
万块就考验出你们的品质了？”

这么多人这么一致地表达不满和愤
怒，说明绝大多数人是知道何为正义，知
道应以何为荣、以何为耻的。某种角度
上，这些差评是对拾金不昧的点赞、对是
非黑白的判断，也是对我们这个社会好
人与善良的呵护和声援。这样的声音也
让我们相信，涉事饭店的做法只是个别，
绝非主流。

透过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其实看到
了一个纯朴、善良的劳动者，她拾金不
昧、诚实守信、坚持原则、毫无贪念，有同
理心，能将心比心，这样的劳动者对企业
来说，是一种加分，也是一笔财富。这种

“心灵美”是无价的。任何一个企业都应该以这样的员工为
荣，支持她、褒奖她，而非给她挖坑设障甚至诋毁污蔑。试想，
如果涉事饭店能跟宋大姐一道第一时间积极寻找失主、物归
原主，岂能不成为美谈？那样的话，此时，饭店的门槛恐怕都
要被食客踩破了。为这2万元，涉事饭店的损失真是不小。

人们对这样一件“小事”给予充分关注，以至于其频频登
上热搜，一方面，是要帮宋大姐争一个公道，让她可以继续遵
从自己的内心、坚持自己的选择，不会因此心寒；另一方面，也
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在坚定更多人的坚定——拾金不昧的
人不应该被冤枉，做好人不应该这么难，正义不能缺席，社会
的良善不应被打击、被亵渎。

我们相信，如宋大姐这样一个劳动者，工作不难找，也不
应该难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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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澎湃新闻网 2月 26日报道，近日，四川

宜宾一男子在自家鱼塘电鱼并拍摄视频发布

到网上，随后，警方传唤该男子对其进行批评

教育，并处以 500元罚款。不少网友不理解，

“自家鱼塘，自己处理，有什么问题？”当地公

安回应称，处罚原因在于该男子非法使用电

网设备。不过事情很快有了反转，警方再发

通告称，经市区两级公安机关法制部门核查

会审，认定该起案件办理存在适用法律不当

的问题，已撤销对当事人的处罚决定，并将罚

款全额退还。

在自己家的鱼塘里电鱼被罚，确实让人

难以理解，即便警方及时纠正了相关行政处

罚行为，网友们仍然存在疑惑：此前的处罚依

据是什么？究竟是哪条法律适用不当？对类

似案件来说，该案有没有借鉴指导意义？

根据我国渔业法的规定，禁止使用炸鱼、

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

禁止制造、销售、使用禁用的渔具；禁止在禁

渔区、禁渔期进行捕捞。这可能是有关部门

做出相关处罚的法律依据。实际上，渔业法

保护的是海域范围内的自然渔业资源，而自

家鱼塘不属于“海域范围”，且为个人财产，不

涉及破坏国家渔业资源的问题。

此前，有人因为砍伐自己种的树而构成

滥伐林木罪。于是，有网友质疑：砍自家树和

电自家鱼，二者的区别在哪里？其实，我国森

林法保护的是所有林地上的林木资源，且应

当申请采伐许可证进行采伐。也就是说，即

使是自己栽种的属于林地上的林木，在没有

取得许可证的情况下也是不能私自采伐的。

这和渔业法保护的渔业资源范围有区别。

当地警方在此前的回应中提及，处罚的

重点在于非法使用电网设备。根据我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的规定，未经批准，安装、使用电

网的，或者安装、使用电网不符合安全规定

的，处以相应的行政处罚。这条规定的意图

是，将非法设置电网可能带来的风险和隐患

降到最低。而捕捞自家鱼塘的鱼类时使用电

网的危险系数，和将电网设置在自家院墙周

围、公共场所的风险显然不同，对他人人身安

全的威胁和隐患相对较小。

其实，人们关注该案是否违法、是否该罚

外，更关心的是这背后涉及的法律条文和法

律适用问题，尤其是，如果今后自己面临类似

的情况，该如何行事？会不会面临相关处罚？

从“大学生掏鸟案”到“砍伐自种树被

罚”，再到“自家鱼塘电鱼被罚”，典型案例可

以在个案层面结案，但其带来的启发、应当释

放的法律教育作用等，不该匆匆画上句号。

“让百姓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

平正义”，有关地方和司法行政机关应该始终

有一根弦，即把每一次热点事件、争议案件当

成普法释法的好机会，无论处罚还是纠正处

罚，都可以把法律和道理尽可能给公众讲清

楚、讲详细，让公众能够知进退，知可为与不

可为，做好自身行为的把关人。当然，有关部

门也须锤炼自己的本领，适用法律精准、专

业，减少出错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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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睿鸫

近日，工信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

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能力的通知》，要求

向用户推荐下载 APP 应遵循公开、透明

原则，真实、准确、完整地明示开发运营

者、产品功能、隐私政策、权限列表等必

要信息，提供明显的取消选项，经用户确

认同意后方可下载安装，保障用户知情

权、选择权。（见2月27日《经济观察报》

近年来，智能手机带来便捷的同时，

不断衍生出新问题，比如电量焦虑、信号

焦虑、内存焦虑等。其中，内存焦虑很大

程度上源于一些APP用“强制捆绑”“静默

下载”等方式，“藏进”了用户手机。这种

小动作，主要是因为APP开发运营者原创

力不够，下载量、广告投放量及日活量变

现能力不足，为了扭转颓势往往选择强制

下载或后台偷偷下载等“流氓”方式。

工信部的上述通知，正是对这些烦

心事、堵心事的一种回应。比如，不得以

“偷梁换柱”“强制捆绑”“静默下载”等方

式欺骗误导用户下载安装；不得自动或

强制下载 APP，或以折叠显示、主动弹

窗、频繁提示等方式强迫用户下载、打开

APP；不得以空白名称、透明图标、后台

隐藏等方式恶意阻挠用户卸载，等等。

这些“不得”直击现实“堵点”与“痛

点”，不仅能强力规范 APP 安装卸载行

为，优化服务体验，强化个人信息保护，

也意味着将 APP 选择权归还给了用户，

帮助其实现“APP安装卸载自由”。

实际上，为规范前述问题，有关部门

作出过不少制度安排。去年 3 月，针对

部分网站在用户浏览页面信息时强制要

求下载 APP 的问题，工信部召开行政指

导会，督促相关互联网企业进行整改；近

段时间以来，工信部又出台了《互联网弹

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关于进一步

规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为的

通告》等文件，并指导有关行业协会和重

点企业制定实施新的规范标准，着力遏

制诸如网页链接“乱跳转”等痼疾。

上述通知制定了诸多更加贴合用户

诉求的“硬标准”，向标准化、规范化综合

治理又迈进了一步。当然，要充分释放

政策的善意和作用，不仅需要有关部门

协同配合，更要严格执行、落实，久久为

功；APP 开发运营者及平台企业也要多

从用户角度考量，以用户需求为发展导

向，谋求更长远、更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APP安装卸载自由”
何时能够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