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
合报道《工小妹：农民工考 12个证，何必
惊讶？》

40岁的农民工张淑宝，在11年时间里考下了12个
证，包括汉语言文学专科毕业证、广告学本科毕业证、人
力资源管理师证等等。工小妹认为，不管是农民、工人，
还是农民工，没有谁应该被贴上标签。靠自己努力考下
来的证书，更不应该受到嘲讽。

（本报记者 贺少成 付子晴 史宏宇 ）

农民工考12个证，何必惊讶？

靠数据，他把做火锅做成了数学题靠数据，他把做火锅做成了数学题

随着火锅行业市场规模的壮大，火锅行业有了专属
职业工种。付安永是生鲜电商平台叮咚买菜的一名火锅
料理师，主要负责火锅锅底和食材的研发工作。

“火锅料理师成为新职业后，行业间的交流会更多，
也会碰撞出更多的火花，能够一起推动整个火锅行业向
前发展，我们的火锅文化也能走向世界。”付安永说。

（本报记者 王群 刘金梦）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
融合报道《靠数据不是靠感觉，他把做火
锅做成了数学题｜三工视频·新360行之
火锅料理师》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
合报道《在10级风吹雪天气中巡线》

11 月 23 日，新疆托里县铁厂沟镇突现极端天气，
当地供电员工在巡视 10kv 新喇线途中突遇 10 级风吹
雪天气，积雪厚度达到 1 米，供电员工在恶劣环境中艰
难前行。

（本报记者 吴铎思 通讯员 许晓庆）

走进“家门口”的老年食堂走进“家门口”的老年食堂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
报道《【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实惠又健康！
走进“家门口”的老年食堂》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
报道《【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实惠又健康！
走进“家门口”的老年食堂》

文字整理：董芳辰文字整理：董芳辰

在10级风吹雪天气中巡线

每到中午时分，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南七街道科
企社区的老年食堂就热闹起来。附近的老人们陆陆续
续地赶过来，在这里吃上一份热气腾腾且价格不贵的
午饭。

科企社区党委副书记董莹莹介绍，针对老年人实际
的困难和用餐需求，社区开设了老年食堂方便老人用餐，
同时为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上门送餐服务。

（本报记者 陈华 唐姝）

整个办公室里，所有人的椅子都是正常

的办公椅，只有其中一个位置的座椅被换成

了红色塑料凳；坐在这个座位的员工，在原

有工作之外，不仅被要求承担其他员工的一

些工作任务，还被安排清理一周的厕所和垃

圾——据 11 月 29 日《法治日报》报道，近日，

有网友爆料称其所在公司老板用这样的方式

逼迫一位同事离职。记者采访发现，企业类

似逼人离职的情况并不少见。

好好的经理不让干了，突然被通知去干

保洁；原本每个月 100万元的业务指标，突然

被告知下个月改成 300 万元；手头正推进的

项目，突然被告知中止甚至取消，且没有新的

项目可做……“调换岗位法”“降低待遇法”

“下放基层法”“长期出差法”，企业的伎俩五

花八门，目的就一个，即采取一切手段或者说

不择手段地让员工知难而退、主动提出离职，

与企业“一别两宽”。

企业要辞退一名员工，用得着这么拐弯

抹角吗？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根据我

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合同的解

除是由劳动者提出还是由企业提出，在经济

补偿上有很大不同。通常，劳动者主动提出

解除劳动合同，企业不必向劳动者支付经济

补偿；如果企业提出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

那么企业大概率要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除非劳动者有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在试

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等法定情形。

依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

在本单位工作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

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同时经济补偿有上

限。也就是说，一些企业煞费苦心逼迫员工

辞职，就是想省掉这笔经济补偿，不费一分一

毫地让员工走人。

企业有逼迫员工离职的“三十六计”，员

工可有“金钟罩”“铁布衫”？或者说，员工能

否见招拆招？

企业的有些伎俩，比如通过调岗降薪、下

放基层等方式逼迫员工主动辞职的，员工可

以从法律上找到比较明确的维权依据。这些

情况符合“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

补偿”的一些法定情形，包括未按照劳动合同

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未及时足

额支付劳动报酬等。但企业有些伎俩的违法

性不明显，劳动者寻求救济的难度较大，比如

一些羞辱、刁难、排挤员工的做法。

依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以欺

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劳动者在违

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

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也就是说，如果劳动者能够证明其“自愿离

职”实际上是被迫的，那么用人单位仍须向其

支付经济补偿。这种情况下，证据和证明就

成了关键，这也是一个难点。

让人担忧的是，现实中，这种挤兑员工

离职的做法正在被一些企业悄悄“学习”“效

仿”，如果我们不能采取切实有效的举措进

行拦截、防范、整治，那么未来就可能有更多

企业把这套把戏玩得“得心应手”、练得“炉

火纯青”——这无疑会危及更多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

针对挤兑离职，一些专家开出“药方”，比

如，在劳动合同法中增设“推定解雇制度”,明

确企业对于逼迫员工自动辞职的行为承担赔

偿责任；由用人单位对是否存在挤兑离职的

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建立相应的“黑名单”，定

期将有类似行为的企业公之于众；加强对企

业的劳动监察和法治体检，及时纠正企业的

用工违法行为；工会组织积极发挥“减震器”

和“平衡阀”作用，通过事前预警和事后调解，

尽可能避免劳动关系双方对簿公堂，等等。

当然，劳动者也应提高法治意识，注意搜集、

留存证据，以备依法维权。

当企业“举全企业之力”去对付、刁难一

名员工时，员工的无助和郁闷不难想见。这

提示我们，必须给予劳动者更明确、更给力的

支持和保护，让劳动者有充足的依据、清晰的

路径、多元的手段，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同时，震慑、倒逼相关企业不敢对劳动者为所

欲为。

逼迫员工离职的把戏实在不高明
本报评论员 林琳

逼迫员工离职的把戏实在不高明
本报评论员 林琳

当企业“举全企业之力”去对
付、刁难一名员工时，员工的无助和
郁闷不难想见。这提示我们，必须
给予劳动者更明确、更给力的支持
和保护，让劳动者有充足的依据、清
晰的路径、多元的手段，去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同时，震慑、倒逼相关
企业不敢对劳动者为所欲为。

“手机囚徒”

电子烟有“画皮”？伸向未成年人的黑手必须斩断

江德斌

据 11 月 29 日中新社报道，日前，中消协

发布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看待医

美需求，正确选择医美机构，审慎做出医美

决策。近几年，国内医疗美容市场正呈现快

速发展趋势，因医疗美容引起的消费纠纷也

不断增多。从 2015年到 2020年，全国消协组

织每年收到的医美行业投诉从 483件增长到

7233件，增长近 14倍。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美容消费需求的增

长，医美行业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各种新医

美技术、产品不断涌现，给消费者提供了充

足的选择空间。但是医美行业目前的问题

仍然不少，特别是在正规医院之外，私人开

设的医美工作室等场所，往往缺乏规范和标

准制约，诸如虚假宣传、假冒伪劣、手术失误

等乱象频发，损害了相关消费者的利益，有

的甚至造成毁容、死亡等事故，社会影响极

为恶劣。

对医美行业进行有效规范，必要且紧

迫。从中消协发布的消费提示看，医美乱象

存在于该行业的很多环节，如宣传广告、市

场营销、手术、收费等。不难看出，医美行业

需要“刮骨疗毒”，彻底整顿，亟待有关部门

施以更严的监管，更强的举措。

比如，要对医美行业实行严格的资格认

定制度，按照医美机构的证照申请、执业医

师数量、技术水平等，厘清医美机构的经营

范围，严禁超范围经营。在这方面，不妨参

考酒店星级评定标准，推动医美行业实施科

学评级，由符合条件资质的第三方评级机

构，按照医美机构营收规模、软硬件设施、执

业水平等指标，做出综合考评。

比如，依法严厉打击医美行业普遍存在

的痼疾，如虚假宣传、假冒伪劣产品、“三天

上岗”式培训、无资质行医等。有关方面可

对医美机构的专家、医生进行统一登记和资

质核实，让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络查询其真实

水平。同时，各社交平台需履行内容管理职

责，防范并剔除虚假广告、虚假评价，严厉打

击刷好评等，努力维护公正客观的评价与引

流体系。

再比如，医美服务价格项目要公开透

明，严格落实明码标价，不搞虚假报价、虚假

打折、诱导加价等，尽可能压缩人为操纵的

空间。

可以预见的是，无论是成全人们的“爱

美之心”，还是满足一些人必要的整形需求，

医美行业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前景也十分

广阔。问题的关键在于，别把一手好牌打烂

了。行业的自律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有关

部门的监管与规范。要从问题和乱象出发，

有针对性地探索一些办法和举措，将其拉回

诚信、规范的轨道上来，从而实现双赢甚至

多赢。

乱象频发的医美行业需要“刮骨疗毒”

斯涵涵

当下，卡塔尔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

进行，球迷们开启了足球狂欢的盛宴。

与此同时，有关赌球的新闻不时见诸报

端。近日，多地政法机关发布信息，指出

赌球中存在大量骗局，揭露赌球的违法

性及危害，呼吁大众拒绝赌球。（见 11月

29日《燕赵都市报》）

应该说，有关部门的提醒很有必要。

因为对于赌球，一些人可能了解不多，开

始只是出于好奇去试一试，却在不知不

觉中越陷越深。此前，因赌球输光积蓄

甚至抵押车子变卖房产的事儿并不少见。

网络赌球作为一种赌博形式，有便

捷性和隐蔽性，往往通过网站、APP、社

交群等进行，组织者普遍采用传销模式

运作。参与者很容易上手，而监管的难

度一直不小。这让网络赌球的组织者、

平台运营者乃至深层的洗钱等行为，都

更加有恃无恐。

站在法律角度看，我国严禁任何形

式的赌博行为，参与赌球涉嫌违法犯

罪。因此，现实中，只是“玩一下”也好，

想靠赌球“发财”也罢，都绝非小事。从

“胜负”结果来看，网络赌球基本上是“十

赌十输”。因为不管是“代为结算”模式

还是“地下钱庄”模式，“庄家”“代理”都

随时可以圈钱“跑路”，而参与赌博的人

因为明知自己违法在先往往不敢声张，

只能“哑巴吃黄连”。此外，有医学研究

表明，赌瘾是一种心理疾病，当一个人嗜

赌的程度越重，内啡肽的分泌就越多，从

而渐渐对赌博产生依赖。

相较传统赌博，网络赌球涉及面更

广、参赌金额更大，更容易滋生洗钱、盗

窃、抢劫等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同时，还

可能影响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和秩序，影

响社会和谐稳定。针对网络赌球呈现公

开化、扩大化、低龄化等趋势，有关部门

要利用法律和科技的手段，及时精准予

以打击，有效控制此类案件的蔓延趋势。

公众也要提升法治意识，摒弃暴富

幻想，对一些赌球平台更须保持警惕，因

为有关投注渠道和平台极有可能存在泄

露个人信息、电信诈骗等风险和隐患。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莫让观赏足球变

成一件害人害己之事，从这个角度上说，

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的第一“守门员”。

拒绝网络赌球，
每个人都要做自己的“守门员”

弓长

据 11 月 29 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

等媒体报道，近日，有科普自媒体博主发布了

一则“警惕儿童电子烟”的视频，曝光了一款

与电子烟十分相似的“气体口香糖”产品，吸

一口就能吐出烟雾，外观“可爱”，包装像零

食。网友担心这是对未成年人有强烈吸引力

的“儿童电子烟”。同时，近年来品类繁多的

“奶茶杯”“可乐杯”等一次性电子烟或雾化器

产品悄然兴起，在青少年间颇受欢迎。

烟草对青少年的健康危害无需多言，电

子烟的危害同样不可小觑。在利益的驱使

下，一些不法商家把电子烟的目标消费群体

定为青少年，并针对这一群体的消费习惯和

特征，颇费心机地对电子烟产品进行了包装、

伪装。有的抓住青少年追求时髦、猎奇的心

理，推出了不同口味和造型的产品；有的为躲

避监管，将电子烟产品包装成口香糖、卡通公

仔甚至文具；面对烟草产品专营制、电子烟销

售实名制等要求，有的商家在电商平台、通信

软件上，利用谐音字、字母缩写等方式进行隐

蔽售卖……

有调查显示，相比前些年，我国初中生吸

卷烟的比例明显下降，但使用电子烟的比例

明显上升，电子烟产品正在成为不少青少年

的“第一口烟”。另有一份针对电子烟营销和

对青少年健康影响的报告显示，使用电子烟

的青少年在烟碱成瘾后，吸食传统卷烟的概

率会大幅提高。

近年来，为禁烟控烟，社会方方面面都做

出了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电子

烟披上各种“马甲”“画皮”蔓延到校园、青少

年群体中的现实，提示有关部门，必须拿出与

治理传统卷烟一样的决心和力度。制度的

“篱笆”正在搭建——2021 年发布的《保护未

成年人免受烟侵害“守护成长”专项行动方

案》要求，认真落实校园周围不得设置销售网

点要求，严格查处向未成年人售烟违法行为，

持续加强电子烟市场监管；今年 5月 1日起实

施的《电子烟管理办法》明确，禁止向未成年

人出售电子烟产品，禁止销售调味电子烟；今

年 10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的《电子烟强制性国

家标准》规定，禁止电子烟烟弹销售除烟草外

的其他风味……

有电子烟厂家坦言，电子烟生产并不存

在技术壁垒。这也是非法电子烟不断流出、

频换“马甲”伪装成其它产品的重要原因。因

此，从源头加强电子烟产品的治理，应成为相

关工作的重点。在电子烟生产设备、原材料

供给等方面加强对购买者资质的核验，不给

非法厂商留下可乘之机。同时，在零售环节，

除了盯紧线下销售渠道外，也应给予非法网

络销售环节同样的打击力度。网络平台也要

注意及时屏蔽和删除相关信息，不给非法营

销、擦边广告提供空间。

进而言之，除了改头换面的电子烟，还有

不少商家把非法牟利的手伸向了青少年。比

如，被包装成饮料的酒精制品、暗藏成人元素

的文具等。对这些“魑魅魍魉”，有关部门不

能有丝毫的放纵，而须坚决撕掉其“画皮”，让

其无处藏身。

青少年身心健康关系着整个国家和社会

的未来，伸向青少年的黑手必须被及时斩断，

保护青少年权益的网必须越织越密。

据 11月 2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睡前刷手机
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但长时间如此，会给人们的
健康与生活带来危害。近日一项调查显示，90.5%的
受访者都有睡前刷手机的习惯，有 61.7%的受访者
吐槽越刷越精神，导致影响睡眠质量和第二天的精
神状态。

睡前刷手机，有人是因为白天太忙，只有睡前的
一段时间属于自己；有人是因为压力大、情绪焦虑，
把刷手机当成一种休闲和解压的方式。但睡前刷手
机的危害也不少，正如报道所说，容易越刷越精神。
而睡得少、睡不好，势必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和学习
等，长时间睡眠缺失还可能引发多种疾病。手机依
赖症可能确实不好治，但想想它的危害，人们还是应
该多一些自律和克制。毕竟，没了健康这个1，其他
都是0。 赵春青/图 弓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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