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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期与试用期有什么区别？实习期与试用期有什么区别？

眼下正是“金 3银 4”求职高峰期，进入公司是实习还

是试用，这里面有很大区别，涉及不同的权益保障，求职

者需注意。

实习期与试用期的劳动者在身份、权益上具体有哪

些不同，试用期一般又持续多久呢？一张图让你读懂！

（本报记者 赖志凯）

“老妈，这衣服为什么破着一个洞”“老妈，这衣服为什么破着一个洞”

2007 年 3 月 25 日，原云南公安边防总队德宏公安边

防支队（德宏边境管理支队前身）正排职干事甘祖荣在边

境缉毒行动中被武装毒贩开枪击中脾脏，英勇牺牲。

甘祖荣牺牲 17 年了，但战友们从未忘记他的心愿，

一直奋战在禁毒战线上。

（本报记者 赵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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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到南疆赏花，感受不一样的春天气息》

近日，位于新疆南部的乌什县奥特贝希乡 9500亩杏

花竞相绽放，呈现一幅生机勃勃的美丽画卷，吸引了众多

游客前来赏花游玩，感受春天的气息。

（本报记者 吴铎思）

美到爆！9500亩杏花竞相绽放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
报道《劳动者权益小课堂 ｜下班后和同事聚
餐起冲突，被“炒鱿鱼”冤不冤？》

下班后和同事聚餐，和同事起了冲突，还误伤领导，

因此要被公司解雇。曹某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得到仲裁机构支持。

公司诉至法院提出曹某当晚的聚餐行为属于公司团

建且尚在上班时间，应属于工作场所的延伸，拒绝赔偿。

法院认为曹某以个人名义邀请部分员工一起聚餐，不应

当视为公司团建，判决驳回公司诉讼。

（本报记者 卢越 窦菲涛）

下班聚餐起冲突，被“炒鱿鱼”冤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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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残疾人就业的好政策不能被揩油被扭曲
本报评论员 韩韫超

让社会化工会工作者有发展有荣誉有保障

据近日央视报道，一些劳务中介公司通

过残疾证“挂靠”方式，帮助企业虚假用工，进

而偷逃减免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其过程中，

残疾人名义上入职，实质上不用到岗，企业为

其发工资、交社保，但多为当地最低标准。劳

务中介公司将一多半工资返给用人单位，扣

除一部分服务费，剩下的打给残疾员工。

国家为鼓励用人单位为残疾人提供就业

岗位，推出了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用人单

位如未按规定安排残疾人就业，需要向政府

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资金。一些用人单位打

起了“小算盘”，只要为虚假用工的残疾员工

付较少工资，便可减免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

元的残保金。媒体报道显示，近年来企业挂

靠残疾证的规模越来越大，有公司宣称可提

供“一站式残保金减免优化服务”。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本是国家通过

财政和税收手段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的好政

策，却被一些劳务公司和用人单位揩油、扭

曲。对残疾人来说，真实的就业机会和空间

被挤压。对用人单位来说，涉嫌偷逃税款。

对劳务公司来说，涉嫌违法经营。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我

国残疾人总人数达 8591.4 万人，占总人口的

6.34%。为保障残疾人就业，我国先后出台了

一系列扶持政策，如探索按比例安排残疾人

就业、政府购买公益性岗位安置残疾人就业、

扶持残疾人就业创业等，残疾人就业比例稳

步提升。在这一背景下，有人把残疾人就业

权益当成牟利工具，这无疑值得我们高度警

惕。如何开展更有针对性的监管，让好政策

真正落地，让残疾人切实成为好政策的受益

人，必要而迫切。

事实上，用人单位通过挂靠残疾证虚假

用工、偷逃减免残保金的乱象，在监管上存在

一定难度，这同时也折射出时下残疾人面临

的就业困境。不可否认，尽管支持残疾人就

业的好政策不少，但用人单位录用残疾员工

的积极性并不高。一方面，招录残疾人，用人

单位往往要承担提供便捷设施、开展专项岗

位培训等用工成本；另一方面，有时用人单位

的岗位要求与残疾人的能力不适配，一些用

人单位存在向残疾求职者敞开大门却长期招

不到人的尴尬。

与此同时，公众对残疾员工的包容度有

待进一步提升。几年前，有媒体刊发《一百多

人的聋哑人快递队伍，不到一年只剩 2人》的

报道，道出了不被理解、不好沟通、不便管理

等聋哑残疾员工普遍面临的职业门槛。而在

上海风靡一时的“熊爪”咖啡店，以从“洞口”

递咖啡的不见面方式营业，纾解了聋哑咖啡

师交流不便的困难，解决了部分人群的就业

问题。真实的故事不乏鲜活的启示：如果更

多人能对身边的残疾工作者多些尊重、理解、

包容与鼓励，这一群体才会拥有更积极的就

业心态，更有勇气融入社会。

从公共空间建设、无障碍设施建设到

鼓励支持残疾人就业创业，近年来，各地在

构建残疾人友好型社会方面进行着积极的

探索与实践。今后，充分保障残疾人就业

权益，发挥特殊群体的人力资源作用，我们

要把相关的好政策执行好、落实好，同时，

全社会也应达成一种共识，除了在用工环

节将残疾人吸纳进来，还要从设置适合的

岗位、提供适当的培训、对其工作多些理解

与包容等入手，全方位提升其就业质量、就

业体验，让更多残疾人的人生从不可能到

不设限——这些应是构建残疾人友好型社

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除了在用工环节将残疾人
吸纳进来，还要从设置适合的岗
位、提供适当的培训、对其工作
多些理解与包容等入手，全方位
提升其就业质量、就业体验，让
更多残疾人的人生从不可能到
不设限——这些应是构建残疾
人友好型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门 槛

图 说G识破问题主播的“还魂术”
要有火眼金睛

弓长

据央广网报道，话题“注销手机号等于出

卖自己”近日冲上热搜。这个话题来源于安

徽铜陵民警发布的一条安全防范视频。视频

中提到，手机号注销后，运营商会重新将其投

入市场销售。如果不对社交、移动支付等软

件进行解绑，新用户可以通过短信验证码登

录老用户注册的账号，存在很大安全风险。

不少人可能遇到过新办理的手机号收到

不明平台的通知短信、常用 APP 提示已经绑

定其他账号等问题。这既与注销手机号码会

被通信运营商重新投进“号码池”有关，也有

前机主未及时解绑手机号的缘故，还与 APP

运营方未合理处置用户信息相关。

为此，有关方面曾推出“一证通查”服务，

为准备更换手机号或启用了“号码池”里旧账

号的用户提供便捷解绑换绑服务，但此项业务

并未完全开展，具有局限性。更关键的是，不

少人或许记不清曾经注册过多少APP、拥有过

多少手机号码，一项项核查难免挂一漏万。

信息时代，手机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

既与个人隐私深度绑定，也事关财产安全。尤

其在实名认证的当下，手机号关联了用户个人

信息、消费数据、财产账号及密码等内容。一

定程度上说，“一号查万物”“一部手机走天下”

一点也不夸张，把手机号的回收利用当做严肃

的事情对待，十分必要，同时也是保护个人信

息安全、维护网络数据安全的内在要求。

“注销手机号等于出卖自己”的问题已经

存在一段时间，通信运营商虽然推出了类似

号码冻结、二次放号提示等措施，但从实际效

果看，用户的上述痛点和难点仍未完全化解，

尤其是不少启用了旧号码的新机主“被继承”

了前机主的网络资产、负债甚至犯罪记录，成

了“背锅侠”，给个人生活带来极大困扰。

这提示有关方面，在手机号码注销、解绑

等方面的管理工作仍需精进。比如，能否将

“一证通查”业务覆盖到更大范围，实现全平

台“无感”解绑；通信运营商应利用技术优势

协助用户注销那些被遗忘的 APP 等应用；

APP运营商要探索更便捷高效的手段处理用

户数据信息，提醒用户主动删除、注销相关账

号等。此外，通信、网络安全主管部门也有必

要在监管策略上发力，对于利用个人信息实

施违法犯罪的行为给予严厉打击。

把用户体验放在心上，把用户至上的理

念落到实处，办法总比困难多。希望有关方

面明白，帮用户解决烦心事，也是为自己“解

绑”潜在风险。

安全注销手机号，不该是信息时代的难题

郭振纲

近日，有关社会化工会工作者队伍建设

的报道接连见诸报端——据《工人日报》报

道，自 2005年以来，辽宁鞍山市总工会以“专

业化要求、契约化管理、制度化保障、职业化

运作”为原则，招募社会化工会工作者充实到

基层工会，在“接长工会手臂”、推进工作落

实、增强工作实效、服务职工等方面发挥出积

极作用。全国总工会在扎实开展“小三级”工

会建设三年行动中提出，以壮大社会化工会

工作者队伍为支撑，不断夯实“小三级”工会

的组织基础和工作基础。社会化工会工作者

队伍建设和作用发挥越来越受到重视。

近年来，伴随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的

发展，企业组织形式、职工队伍结构和劳动关

系等方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广大职工对工

会普惠服务、维护合法权益、实现体面劳动和

全面发展等需求日益增长。各地工会组织需

要补充一定的新鲜力量。多种形式的社会化

工会工作者不断加入到工会中来，成为工会

组织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助力基层工会建起

来、转起来、活起来、强起来。

经过多年探索和发展，各地社会化工会

工作者队伍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存在

一些不足。一方面，社会化工会工作者数量

短缺、专业性不足、服务能力不强、流动性较

大，难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另一方

面，社会化工会工作者的职业发展通道、薪酬

待遇提升、管理模式体系化、工作机制标准化

等方面存在不少短板，制约了其作用的发挥。

其实，各级工会一直在社会化工会工作

者队伍建设领域发力。2016 年 8 月，全国总

工会、民政部、人社部印发《关于加强工会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

建设路径和目标任务。以此为引导，各地工

会围绕管理机制、职责定位、作用发挥、薪酬

待遇、职业前景等方面不断探索，在破解社会

化工会工作者发展困惑、职业瓶颈、制度梗阻

上形成不少新经验。

在职业能力建设方面，上海工会制定“工

会工作者培力计划”，创新开展社会化工会工

作者技能比武交流活动，围绕“比工作态度、

看沟通能力，比工作质量、看专业能力，比工

作创新、看处理思路，比工作方法、看个人素

质，比工作效率、看服务效果”，提升其履职水

平和服务能力；在作用发挥方面，广东工会采

取项目制管理模式，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社

会化工会工作者负责项目的实施，服务绩效接

受工会组织的评估监督，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在职业发展方面，宁夏吴忠市总工会突破人事

身份限制，将一批能力出众的社会化工会工

作者选拔到管理岗位，打破其职业发展的瓶

颈；在绩效考核和薪酬待遇方面，山东工会选

择公开述职考核工作业绩，河北石家庄高新

区总工会探索根据绩效确定薪酬待遇等。

明确职业发展路径、拓展职业晋升通道、

建立合理的薪酬结构、提升服务能力、增加职

业荣誉感，是提升社会化工会工作者能效的

有效手段。各地正在积极探索具体路径，比

如，完善人才评价体系，与国家社会工作者职

业水平评价制度相衔接，拓宽社会化工会工

作者发展路径；构建社会化工会工作者职业

等级和职务晋升机制，制定合理的考核激励

机制，为其提供稳定、有保障的福利待遇；有

计划、分层次开展全员履职能力培训，提升其

理论和工作能力水平。

社会化工会工作者正在成为推动新时

代基层工会工作发展的重要人才支撑。各

级工会要立足本地实际和职工需求，不断创

新相关机制和管理方式，让社会化工会工作

者工作有发展、职业有荣誉、薪酬有保障，在

服务职工、推动工会创新发展等方面发挥更

大能效。

李英锋

近日，记者观看数十场网络直播发

现，为了躲避监管，一些主播拥有多个小

号，直播多选在晚上八点半以后，穿着暴

露的服装跳舞，直言“想看福利就给我刷

礼物”。对于这种借小号展示涉黄画面

为大号引流的方式，平台并不容易识

别。还有一些已经被平台封禁的主播，

同样可以通过小号直播或者在其他平台

“借尸还魂”。（见 4月 9日《法治日报》）

在神话故事中，哪吒有三头六臂，可

以手持多件武器以寡敌众。在直播平台

上，不少主播也有“三头六臂”，甚至狡兔

三窟，凭借多个账号闪转腾挪，逃避监

管。无论是问题主播利用小号发布低俗

内容为大号引流，还是在大号被封禁后通

过小号复出，均在一定程度上挑战甚至架

空了平台的管理机制，会削弱其他主播对

规则底线、道德底线和法律法规的敬畏

感，让互联网健康环境遭受污染。

问题主播的大小号切换自如、“长袖

善舞”，指向了网络平台监管治理规则和

机制不健全以及各平台监管治理标准不

一、衔接不畅、信息不通等问题。

治理“魔高一尺”的问题主播，监管

必须“道高一丈”。相关部门、行业协会、

直播平台等应建立全网、全平台、全账号

联动治理机制，遏制问题主播的“分身

术”“还魂术”，砍掉其“三头六臂”。

首先，平台要进一步完善主播行为

管理规则，明确主播行为负面清单，明确

封禁账号的具体情形及后续惩戒措施，

如清零粉丝数等。其次，由监管部门或

行业协会牵头，建立问题账号查询系统，

参照“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原则，对其注

册人或控制人进行关联封禁，严防在其

他平台“还魂”作恶。再者，有关方面还

要引导网友提升对问题主播的监督积极

性和参与度，发挥群防群治的作用。

当然，对问题主播的治理不能一棍

子打死，可以建立分级治理机制——对

情节严重、屡教不改的，长期封禁甚至永

久封禁；对其他情形如首次违规、情节轻

微、整改表现良好等主播设定不同程度

的惩戒措施，给其留出申诉渠道，保障封

禁治理的规范性、合理性、公平性。建立

宽严相济的网络主播治理机制，有利于

网络环境的治理，有利于直播业态的健

康发展。

据多家媒体报道，不久前，文旅部发布消息称，将积
极推动旅游场所提升支付便利化和入园便利化水平，包
括推动所有景区保留线下购票服务、确保支付手段中有
现金方式兜底等，更好满足老年群体需求。无疑，此举是
破解一段时间以来“数字门槛”等现实痛点的有益探索。

线上挂号、网上约车、小程序点单、客户端缴纳水电
费等，这些操作复杂的“数字门槛”让不少老年人“寸步
难行”。这种现象正在被关注和重视，人们对公共服务
保留线下办理渠道、全方位构建适老化环境的呼声日益
高涨。相比日常场景，文旅消费是老年人更高层次的需
求，职能部门及时关注到相关服务短板并着手改善，让
更多老年人畅享“诗和远方”，令人欣慰，也为更多领域
打了样儿。当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数字生活成为常态场
景，尽可能保留非数字化方案，为不同人群的需求兜底，
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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