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干就是十年，从新人做到站点站长、

培训专员的外卖员宋增光；一出门就是五六

千公里、经常开车到后半夜的大货车司机宋

玉兰；五年累计跑了 2.5 万多单、乘客满意率

100%的网约车司机张桂容；经常参加马拉松

比赛、总是跑着送快递的快递小哥栾玉帅；

用视频记录“卡友”们的故事、拥有 240 多万

粉丝的卡车司机王志刚……近日，工人日报

推出《双向奔赴——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五集系列短视频，镜头对准五位来自不

同行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记录和呈现了

他们工作与生活的日常。

网约配送员、网约车驾驶员、货车司机、

互联网营销师……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

况调查显示，目前我国职工总数 4.02 亿人

左右，其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8400 万人，相

当于约每 5 名职工中就有 1 人是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这些劳动者已经成为百姓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无数家庭美好生活

的创造者、守护者。

走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更仔细地

观察与倾听，更深入地挖掘和呈现他们多元

的人生画面，上述系列短视频聚焦这一群体

中的普通个体，全天候近距离跟拍，第一人

称自述式表达，向受众展示了他们工作中的

辛劳、路途中的孤寂、日复一日坚守的不易，

还有他们的业余爱好、个人心绪等。比如，

网约车司机在工作之余会参加工会组织的

公益活动，快递小哥平时爱好跑马拉松，外

卖员下班后常和妻子去看话剧等，诸如此类

的细节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群像更加鲜

活立体，也引发更多人的情感共鸣，如“在外

奔波很想家”“不愿让家人为自己担惊受怕”

等。镜头里别人的故事也在感动和激励着

更多普通人。

现实中，千千万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

真实人生，比视频所展现的更加多元和丰

富。“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

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

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这是不

久前一名外卖员出版的诗集中的诗句，有人

对此评价“在奔波的路途中写下的每一首诗

歌，都像是他给生活开的一张张浪漫的发

票”。一些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在路途中救

火救人等义举不时被曝光，他们甚至兼职社

区网格员，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有生力量。

当越来越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身上的闪光

点和正能量被聚焦、放大和传递，相信他们

会收获更多的理解与尊重，他们的相关权益

也会得到更多保障。

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媒体记者、纪录片导

演纷纷聚焦这一群体，用文字和影像对他们

进行真实记录；一些职能部门的公务人员到

相关工作场所蹲点调研，甚至亲身体验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作。这不仅让这一群体有

了更多发声、表达的机会，也有助于公众更充

分了解这一群体的真实需求。记者们穿越茫

茫大漠，跟车实拍大货车司机几天几夜的征

程，记录下“女货车司机凌晨两点打开一罐速

食粥，说这是一天中最幸福时刻”的辛酸；人

社局干部体验外卖骑手工作，12 小时送单只

赚了 41 元钱后感慨“太委屈，这个钱太不好

挣”——“脚下沾满多少泥土，心中才能沉淀

多少真情”，今天，我们需要更多媒体人将镜

头对准这些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唤起全社会

对他们更多的关注、关心与关爱。

用心用情用力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让这一群体更有尊严、有保障、有发展，需要

全社会的鼎力支持，包括工会的主动作为。

截至 2022年底，全国各级工会建起 11万余个

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有效缓解了诸多户外

劳动者“吃饭难、喝水难、休息难、如厕难”等现

实问题；目前，全国总工会已联合交通运输部

推动建设 1300余个“司机之家”，让奔波在外

的货车司机吃饭、洗澡、休息更加便利、舒心。

将更多镜头对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切

实解决好他们的急难愁盼问题，期待全社会

都能行动起来。

将更多镜头对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本报评论员 韩韫超

走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
更仔细地观察与倾听，更深入地挖掘
和呈现他们多元的人生画面。当越
来越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身上的闪
光点和正能量被聚焦、放大和传递，
相信他们会收获更多的理解与尊重，
他们的相关权益也会得到更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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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鼠头鸭脖”
关注的是“舌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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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在线选铺是双赢之举

龚先生

最近，江西一所学校的学生从
食堂饭菜中吃出黑色异物，网友创
造了一个新成语“指鼠为鸭”。随后，
又有学生在该校食堂吃出“大青虫”。

类似新闻频上热搜，人们不仅
是在关切事件本身，更是在关切诸多餐饮企业餐桌上的
安全，关切每一餐饭的卫生与质量。

就个案而言，公众需要一个权威真相；就社会来说，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是一个重大的民生主题，公共餐饮领
域，人们需要更透明、卫生、安全、健康的就餐环境，更舒适
无忧、放心开心的就餐体验。

网友跟帖——
@莎莎：越是糊涂账，越消弭公

众对餐饮安全的信心。

@月亮：营造健康卫生的就餐环

境，不是什么高要求。

冯海宁

据 6月 11日《北京青年报》报道，6月 10日起，国铁集团在

12306 网站（含手机客户端）选择通达全国各区域的 230 趟高

铁、普速旅客列车作为试点，对普速列车软硬卧和动车组软

卧、一等卧、二等卧等铺别提供在线自主选铺服务，同时，继续

实行对 60岁以上老人等重点旅客优先分配下铺的服务。

目前，旅客只有在铁路车站售票窗口、代售点等线下渠道

购买卧铺车票时才能选择铺别，线上购票只能由系统自动分

配铺位。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网上购票旅客的选择权，也削

弱了铁路客运的竞争力。如今 12306网站和 APP试行在线选

铺服务，这对铁路部门和旅客来说，可谓双赢之举。

对旅客来说，在家动动手指就可选择铺位，其出行满意度

和幸福感肯定会有所提升——不仅方便，而且可以避免此前

的一些尴尬，比如，系统自动分配铺位拆散同行亲朋好友等。

从客运服务的角度看，在线自主选座或选铺位，时下已成

为公路客运、民航等的惯常做法，铁路部门要想增强其在客运

市场的竞争力，提升服务水平和质量是必然趋势。

据介绍，在线选铺服务推出后，旅客线上购买试点车次卧

铺车票时，可自主选择相应铺别，系统将自动为旅客分配符合

要求的铺位，同时继续赋予老年群体优先选择权。

对在线选铺服务，旅客也有更多期待。比如，不久前，一

名女子发帖吐槽“软卧车厢分配 3男 1女”，引发了一些人的共

鸣。旅客选铺时如果可以知晓已选床铺旅客的性别信息，就

能避免此类尴尬和风险。

对铁路部门而言，试行在线选铺服务可能面临一些新考验，

比如，旅客可能出于对上下床便利程度和空间大小的考量而不

愿选择上铺，如此一来，上铺的票价是否有必要调整，以增加其

吸引力？长远看，这或许也是一个推动铁路票价改革的契机。

有关负责人表示，试点期间，铁路部门将认真听取广大旅

客的意见建议，继续优化在线选铺服务功能，逐步扩大应用范

围。期待这种服务在试行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改进完善，让

铁路客运和旅客实现更充分、更有价值的双赢。

◇管住“野蛮装修”，要追责到人更要关口前移

哈尔滨私拆承重墙事件有了最新进展——权威专家组认

为检测、监测、鉴定及修复方案编制等技术工作程序合理；警

方对涉案 5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事房屋所有人、物业公司

被从重按上限处罚。

北京日报客户端评论说，此案以最直观的方式，提醒所有

人：装修不是谁家的私事，而是事关全体住户安全的公共事

务，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对于“野蛮装修”，不

只要事后严惩、追究到人，同时必须关口前移、做好预防。只

有建立起详尽的装修审核制度，让各个环节皆依规而行、人人

尽责，方可实现装修的安全与放心。

◇餐饮商家“隐性收费”岂能想收就收

近日，江西省市场监管局公布的典型案例显示，九江市一

家火锅店因收取 2元/套的消毒餐具费，被处以 2万元罚款。

东方网评论说，一直以来，餐饮业就存有诸多“隐性收费”

项目。餐饮商家在收取这些费用时理应事先告知，让消费者

拥有知情权。“隐性收费”不能“想收就收”，相关执法部门要对

此类行为“零容忍”，该约谈的要约谈，该罚款的要罚款，该曝

光的要曝光，该取缔经营资格的要取缔经营资格，让商家为自

己的无良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倒逼其遵守买卖契约，做到

合理合法收费。

◇网上诊疗亟须系统化制度设计

在线上寻求健康咨询问诊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但这一

服务却存在部分回复内容过于随意、回复内容包含虚假信息等

现象，误诊、先药后方、泄露患者个人信息等问题也屡见不鲜。

光明网评论说，网上健康咨询与“互联网诊疗”有本质区分，

而在现实中逐渐将两者混为一谈。诊疗的线上化固然能使医疗

服务更灵活、更便捷，但也不可避免会带来“弱约束”与“去纪律

性”。网上健康平台暴露出的问题几乎涉及各个主体、环节，一个

全新的业态挑战了医疗行业传统的价值观和游戏规则，这隐约构

成了某种根本性的危机。凡此种种，都需要在新的行业语境下，

重新思考并通过系统化的制度设计予以回应。 （嘉湖整理）

“擦 边”

图 说G

吴睿鸫

据 6 月 11 日澎湃新闻网报道 ，6 月 10

日，河南安阳滑县政府工作人员表示，从 6月

初开始，瓦岗寨乡政府大院前后和停车位都

让群众晒粮食，包括全乡大小道路、党政机

关大院、文化广场等，都开放给群众晒粮。

因为当地是产粮大县，这样做是为保证粮食

颗粒归仓，确保粮食安全。

“三夏”大忙，小麦抢收后要趁着晴好的

天气，及时进行晾晒，这是有效保障粮食安

全的重要环节。正当群众担忧没有足够的

场所晾晒时，滑县瓦岗寨乡政府在门口显眼

处贴出了暖心告示“院内可以晒粮”，对此，

社会各界、众多网友纷纷点赞——“金灿灿

的粮食看着心里踏实”“院内可以晒粮，拍手

叫好”“为民服务，实实在在赞”。

晾晒作为夏粮生产的重点步骤，若不能

抓住天气有利时机把粮食的水分晒干，极易

导致粮食发芽、霉变，如此农民的辛苦付出

极有可能前功尽弃。昔日，人工收割，边收

边晒，打麦场、院内屋顶就能解决。随着农

业科技的发展，大型收割机已经可以实现粮

食短时间内集中收获，晾晒需求量随之变

大。加之如今平顶房大部分被小楼取代，打

麦场日渐消失，“晒粮难”就成了困扰不少农

村的“痛点”。

正因此，有时，“靠天晒粮”的老百姓不

得不在公路上“划圈占地”，为防止来往车

辆碾压，摊晒的小麦四周还会用长木棍、大

砖头、酒瓶等围挡起来，如此，车辆只能绕

行——农民站在其中挥耙翻晒，往来车辆

擦肩而过，这不仅会影响正常的交通秩序，

也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如此现实语境下，瓦岗寨乡政府急农民

之所急，想农民之所想，主动将乡政府和停

车位腾挪出来，还包括全乡大小道路、文化

广场等，总之，能利用的全部都利用起来，最

大限度方便群众晒粮。这一人性化的措施，

有助于保障粮食安全，有助于拉近政府与民

众的距离、加强与民众的互动与沟通，也有

助于构建起更和谐稳定的社会关系。

让人颇感欣慰的是，在河南，不止瓦岗

寨乡一地为农村农民晒粮提供鼎力支持。

譬如，南阳市唐河县为全县晾晒小麦“开绿

灯”，明确要求，只要不是交通主干道，一切

田间道路、非主干道公路、学校、广场、平房

屋顶、房前屋后空地等闲置场地，都可以用

来晾晒小麦；许昌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充

分发挥数字系统平台和城市单元网格信息

采集优势，多措并举，在保障城市道路的通

行能力和市容秩序的前提下，方便群众抢抓

有利时机晾晒农作物……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瓦

岗寨乡政府大院开放给群众晒粮的做法，解

决了群众抢收晒粮的后顾之忧，体现了政府

的民生关怀，增添了农民群众的丰收喜悦。

这样的好做法、好经验，可以也应该在全国

更多地方得到复制和借鉴，让更多的地方和

人员为保障粮食颗粒归仓、促进民生福祉做

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当然，相比提供晒粮场地，上述新闻更

让人感慨的，其实是地方政府表现出的对民

生问题的了解和关切，对为人民服务，为人

民办实事、解难题的践行和落实。这样的地

方政府可敬！可爱！

“顺手买一件”别成“顺便坑一次”

“院内可以晒粮”，为办实事解难题的地方政府点赞

何勇海

据 6月 11日《北京青年报》报道，最近，不

少网友对购物平台新推出的“顺手买一件”功

能提出质疑，称以“优惠价”加购的商品并不

优惠，甚至定价高于直接购买价格。还有消

费者反映，“顺手买一件”的商品存在质量差、

临期食品、缺斤短两等问题，且无法查看具体

商品详情，这些都可能导致消费者在不明不

白的情况下购物。

“顺手买一件”是一种新型营销手段，可

增加商品的曝光率，帮助商家推广新品、加速

消化库存、增加营收。对消费者来说，被推荐

的商品往往是其经常浏览的内容，即通过大

数据根据以往的购物偏好推送，有较高的人

货匹配效率。有的商品甚至是跨店推送推荐

的，消费者能最大程度享受网购的便利。只

是，一些“顺手买一件”的商品不但没有更优

惠、更有品质，反而存在诸多问题，甚至暗藏

假冒伪劣，不免让人“受伤”。

从价格层面来说，“顺手价”高出正常售价

或虚拟原价再打折，消费者通常较难识破，如

果相信所谓的“便宜”而“顺手”买了，很可能上

当受骗。根据我国价格法，经营者不得利用虚

假的或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

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市场监管总局出

台的《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也明确：

经营者如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

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

易，则涉嫌价格欺诈。

从无法查看具体商品详情来说，这种营

销手段又涉嫌侵害消费者知情权。我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明确，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

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

利。然而“顺手买一件”有时就像开盲盒，全

靠碰运气，不仅“套路”了消费者，也为部分店

铺、商品价格造假、品质造假提供了机会。

当“顺手买一件”成了“顺便坑一次”，不

仅涉嫌促销欺诈、损害消费者的合法利益，而

且可能扰乱市场秩序，甚至可能造成“劣币驱

逐良币”。不论何种促销方式，都应以遵守法

律法规、保障消费者权益为前提和底线。

监管部门应要求平台和商家加强自律，

诚实守信经营，营销手段可以创新，但不能

“耍花招”；要对入驻平台的商家开展不定期

抽查，一旦发现“顺手买”实际是“顺便坑”，应

依法处罚、以儆效尤。平台方也要落实好主

体责任，不断完善销售规则，严把“顺手买一

件”入口关，令其有足够的公开透明度，让消

费者充分比质比价。消费者也须增强防范意

识，切莫因“便宜”而掉入商家的陷阱。一旦

被“顺便坑”，要积极维权。

商家拿出诚意，平台拿出责任，消费者多

些理性，“顺手买一件”才有望摆脱“顺便坑一

次”的魅影，成为让买家收获物美价廉、卖家

实现薄利多销的双赢。

据 6月 10日《法治日报》报道，近年来，随着互联网
经济的发展，“陪玩”悄然兴起。记者调查发现，找陪玩可
以通过平台或群聊等多种途径下单，陪玩不仅包括打游
戏、陪游玩等，有些陪玩服务大打“擦边球”，比如对未成
年人身份审核不严、涉黄“擦边”等。

无论是线上陪打游戏，还是线下陪游、陪吃、陪聊天，
陪玩经济契合了一些人需要陪伴的情感需求。陪玩经济
通过“平台+个人”的模式，为一些人提供了新的挣钱机
会，但暴露出的问题不该被淹没。一方面，相关部门要通
过有效手段对其予以规范、监管和引导，避免形成灰色产
业链；另一方面，陪玩者也要多一些自律、多一些法治意
识，打着陪玩的幌子做一些涉嫌违法的事，早晚会出事。
在服务他人的同时实现个体价值，这是陪玩经济的理想
图景，希望这样的图景别被少数人的行为抹黑了。

李法明/图 弓长/文

丁慎毅

据 6月 10日《新民晚报》报道，日前，

在上海徐家汇首届夜生活节上，有一个摊

位很“个性”，只要路人光顾答题，就会送

上韭菜、馅饼、馕、种子、柑橘、凉面等造型

的仿真玩具和解压玩具。这是徐汇警方

结合“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

打造的“反诈杂货铺”，不同造型玩具分别

寓意“刷单韭菜”“客服馅饼”“投资大饼”

“网购冤种”“招嫖骗橘”等，通过谐音梗提

醒市民小心提防各类诈骗手法。

精准、贴心、有趣，让人印象深刻。

这个反诈宣传创意值得点赞。

近年来，骗术手法层出不穷，人们似

乎“走过很多路，却依旧防不住骗子的套

路”。与此同时，反诈宣传一浪接一浪。

但一些“我说你听”的宣传，效果并不令

人满意，同质化的宣传多了，也容易让人

产生“审美疲劳”，最终导致事倍功半。

实践证明，打击治理电诈犯罪不能

止于见招拆招，而要让防治走在诈骗前

面。除了职能部门对电诈持续保持高压

严打态势外，更要创新反诈宣传方式，提

高群众全面防诈能力。为此，各地警方

不断创新，送“反诈蛋”“反诈粽”，发放

“反诈口罩”、上线“反诈表情包”等。类

似的反诈宣传多多益善。

电诈之所以能屡屡得逞，一方面是

由于一些群众因贪图小利而血本无归，

另一方面是人们因为信息不对称被套

路，特别是老年人群体，往往成为电诈的

重灾区。

徐家汇警方正是从这些导向出发，把

送礼与反诈宣传融合起来——“年糕辣了

也好吃，年化高了要当心！”“网上美女要

贴贴，挂断拉黑别‘鱿鱼’”……羊肉串、辣

炒年糕、铁板鱿鱼等摊位上张贴着和特色

食品相关的趣味反诈标语。同时，民警针

对各项内容向市民讲解常见的电信诈骗

手法和案例，让市民认识“以小博大”“稳

赚不赔”非“好事”“好礼”。这种“沉浸式

体验”和宣传方式，更容易让群众印象深

刻，进而时刻绷紧反诈这根弦。

时下，新兴起的 AI 诈骗，由于手段

是冒充熟人以假乱真，容易让人放松警

惕。如何用精准、有趣的手法，快速优化

升级反诈宣传，对各地、对有关部门来说

也是一道考题。

“反诈杂货铺”有料，
助力公众绷紧反诈这根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