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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就业工

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促

进新就业形态发展的若

干措施》。措施明确，将

包括骑手、网约车司机等

在内的“平台网约劳动

者”纳入最低工资制度保

障范围。这意味着，按照北京8月1日刚刚

实施的最低工资标准2320元/月计算，平台

企业向提供正常劳动的“平台网约劳动者”

支付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2320元。（9月26

日《央视新闻》）

当前，快递员、外卖员等新业态劳动者

实行的是计件工资，底薪往往很少。再加

上一些平台考核机制十分苛刻，这些劳动

者为了生计，不得不长时间超负荷工作。

这一方面严重影响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同

时也容易催生逆向行驶、闯红灯、擅自改造

电动车等违规行为，带来安全风险。

今年 7 月，人社部、国家发改委等八部

门联合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提

出，健全最低工资和支付保障制度，推动将

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纳入制度保障范围。督促企业向

提供正常劳动的劳动者支付不低于当地最

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按时足额支付，不

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如今，北京率先出

台具体举措，将“平台网约劳动者”纳入最

低工资制度保障范围，为各地贯彻落实意

见精神带了个好头。

“纳入最低工资”，之于网约劳动者的

兜底作用显而易见。有了最低工资标准打

底，劳动者可以不用再为算法和处罚机制

疲于奔命，能够更加从容地完成工作任

务。最低工资有效保护了劳动者在工资分

配中的合法权益，可以保障劳动者个人及

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在此基础上，有余

力的劳动者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按劳

计酬，多劳多得。

“纳入最低工资”，需要进一步完善特

殊工时管理，规范企业用工行为。网约劳

动者纳入最低工资制度保障范围后，亟待

设定与新业态相适应的工时标准，在促进

新业态发展和维护劳动者权益之间找到平

衡。有关部门应指导平台企业明确劳动定

员定额标准，科学确定劳动者工作量和劳

动强度。

“纳入最低工资”为网约劳动者兜底
■ 张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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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要的生活，要靠自己成全

想要健康，就好好对待身体；想增

长见识，就多读书多体验；想把日子过

得丰富多彩，就去寻找和培养爱好；想

解决问题，就马上行动不拖延……日子

是自己的，你不努力，没人能替你成

长。别再等待某个人或契机突然出现

来改变生活，人生所有的奖励，都要靠

自己争取。 @人民日报

记者用两周时间暗访了西宁多家正骨

馆。除了修正体型，正骨还被赋予了瘦脸

的作用。记者从许多热门平台上找到不少

相关视频，视频中介绍，不动刀不动针就能

改变大小脸、左右脸不对称的情况，同时面

部正骨使脸变得更小，有瘦脸缩下巴的效

果。(9月26日中新网)

徒手正骨的话题在一些网络平台持续

发酵。“正骨到底有多神奇”“正骨有多重

要”“做完正骨有多爽”等热搜话题一度引

发广泛讨论，阅读量达2亿。

实际上，所谓的正骨不过就是推拿按

摩，根本不可能达到修正体态、瘦脸等神奇

效果。而这些所谓的正骨馆，往往并没有

任何医学方面的资格证和执业证，而正骨

收费还不菲，单次价格从一百多到数百，甚

至数千。

徒手正骨其实不仅没有吹嘘的神奇，

甚至还会对接受正骨的人造成伤害。早在

2019 年，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就针对小颜

正骨做过辟谣，“按摩手法无创无副作用，

只需徒手按摩，挤压脂肪，就能消除双下巴

和水肿。通过调整骨骼，缩小骨缝，就能变

成美美的V字小脸”是谎言。“徒手正骨”不

可能真正改变面部，头骨除下颌骨、舌骨

外，其余骨骼或软骨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彼

此间不能活动。

正骨瘦脸、修正体态，实则就是商家编

出来收割消费者“智商税”的消费谣言，这

一消费谣言还暗藏危险，可能对消费者身

体健康带来严重伤害。这样危险的消费谎

言甚至还掀起了一场“整容风潮”，此前就

有艺人金莎利用正骨进行瘦脸的视频登上

热搜。

“正骨瘦脸”实则就是一种虚假宣传，

是在公然行骗。消费市场不能任由“正骨”

的无良商家胡整。对此，需要监管部门介

入，加强对推拿理疗机构的监管，对打着

“正骨瘦脸”等幌子的推拿理疗机构，对没

有相应资质的商家，要依法惩治，要戳破无

良商家的消费谎言，不让他们继续忽悠消

费者。而广大消费者也要理性消费，不要

盲听盲信，不要盲目消费，避免受到无良商

家的蒙骗。

没有发表一篇论文，南京林业大学

教师蒋华松依然被评为教授。他所凭借

的是课讲得好、逻辑清晰的教学工作业

绩。在过去的职称评定中，论资排辈、

“弟子三千不如论文一篇”等现象广受诟

病。如今，这一现象得以扭转的主要原

因是近年来开展的职称系列改革。（9月

26日《工人日报》）

历经5年，我国职称制度改革重点任

务已完成，27个职称系列的改革指导意见

出炉，这一涉及全国约8000万专业技术人

才的改革迎来多项重大变化，这无疑让人

喜出望外。但是，如何做到公开透明，让

一切都在阳光下操作，却至为关键。

职称制度改革以品德、能力、业绩为

导向，克服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唯奖

项倾向，从“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着

重解决评价标准简单量化、“一刀切”等问

题，这原则上有利于充分发挥人才评价的

“指挥棒”作用，也是坚持把品德放在首

位，倡导科学精神、强化社会责任、坚守道

德底线的体现。

改革前，一些“硬杠杠”尽管显得僵

硬，也跟当前的人才发展的风向标不相

符合，乃至不利于人才充分涌流，但好歹

一些条件更加显性。改革后，进一步打

破户籍、地域、身份、档案等制约，扩大了

职称评价人员范围，畅通了各类人才职

称申报渠道，甚至建立高技能人才与专

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立交桥”，还向抗

疫一线专业技术人才倾斜，将抗疫表现

列入职称评定指标，对抗疫一线专业技

术人员实行优先申报、优先评审、优先聘

任“三个优先”。

原则上，这些显得更加灵活了，也更

接地气了，但要把好事办实，避免一些人

钻空子，更需要在公开透明上下功夫。

职称改革的目的，就是用好的标准

去促进人才涌流，为那些有能力、有实

力、实实在在做出成绩的人注入干事创

业的动力。只有用公开促公平，职称改

革才能释放应有的价值意义。

生活有点苦
总有人是你的那颗糖

正能量的人，就是苦日子里的一颗

糖。他会化解朋友生活中遇到的所有苦

涩，给对方带来一缕缕甘甜。人生，虽然

离不开自己治愈，但更离不开身边的人一

路陪伴。那些一直在背后鼓励我们的人，

其实就是人生中的糖。如果有一个能让

自己笑的人陪在身边，就算前面有再大的

困难也无需害怕，以后不管命运如何，都

会有前行的底气。 @新华社

力气活 王恒/漫画

“正骨瘦脸”是危险的消费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