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雇违反防疫要求员工，合法么？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
合报道《亲历 ③ | 我在一线做流调》

每次出现疫情，他们是跑在抗疫最前线的人；面对不

同的流调对象，根据有限信息寻找病毒传播的轨迹，他们

是医者更是“侦探”；最艰难的时刻，他们 72小时内，只睡

了三四个小时。听北京市东城区疾控中心现场流调组组

长翟力军和他的队员们讲述，如何于无声处跑赢病毒、跑

赢时间。 （本报记者 董芳辰 兰德华 白至洁 陈子蕴）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
合报道《全国每年50多万人心源性猝死，
黄金救援4分钟，他们比医生更重要｜三
工视频·新360行之急救员》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心

脏疾病猝死的人数多达 54 万人，其中 80%以上发生在医

院外。目前我国公民急救知识的普及率还不到 5%，在遇

到心脏骤停等危急时刻，大多数人往往有救人之心，却难

以实施有效救助。2013 年，王晓丹在北京红十字会系统

学习急救培训，并考取急救员证，她说：“这项技能，可以

不用但不能没有。” （本报记者 杨召奎 吴凡 窦菲涛）

与死神“拔河”的黄金救援4分钟

这笔钱，关键时刻记得用！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
报道《工小妹：这笔钱，关键时刻记得用！》

员工严重违反防疫要求，企业能否予以解雇？劳动

合同法第 39条第（一）项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

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方面，劳动

者只有在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情况下，单位才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另一方面，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分析何

为“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本报记者 卢越 吴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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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疫情期间主
厨谎报行程，餐饮公司有权“开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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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时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多地反复出现，

一些行业，比如旅游业、餐饮业、酒店行业等不可避免受

到影响。如果遇到行业寒冬，员工遭遇裁员怎么办？失

业保险金能够用于应急！失业保险金怎么领？什么人

可以领？能领多长时间？工小妹为您一一解答。

（本报记者 贺少成 付子晴 雷宇翔）

据 4 月 18 日新华社报道，妇女权益保障

法修订草案 18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二次审议，修订草案二审

稿积极回应社会热点与公众关切。据悉，妇

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一审稿收到逾 42 万

条公众意见，其中，完善教育、就业等各领域

的男女平等制度，保障女职工在怀孕、生育期

间的休息休假权益等方面的意见较为集中。

对此，修订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家建立健

全职工生育休假制度，保障孕产期女职工依

法享有休息休假权益。用人单位不得因结

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限制女职工晋

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

从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在女职工经

期、孕期、哺乳期安排其从事重体力劳动和其

他禁忌劳动，到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不

得在女职工孕期、产期、哺乳期内单方解除其

劳动合同，再到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提

出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

情形，限制女职工晋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

职称和职务，我国有关女职工权益特殊保护

的法律制度一步步深入，不仅保护力度不断

增强，而且保护范围不断扩大，这些都充分彰

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立法思想。

法律的立改废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

步密切相关。社会治理有需求、公众有呼

声、法律有回应，是我国立法制度长期坚持

的一个原则。女职工是我国劳动者大军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半边天”的作用。

虽然我国高度重视女职工权益的特殊保护，

但现实中弱化、侵害女职工合法权益的现象

并不少。比如，在就业平等方面，有些用人

单位存在性别歧视，甚至在招聘条件中加入

限制女职工生育的要求；在劳动报酬方面，

有些用人单位长期没有实行男女同工同酬；

在劳动管理领域，有些用人单位不重视女职

工孕期、产期、哺乳期保护，女职工一旦怀

孕，就被变相降薪、辞退，休完产假被调离重

要岗位；在职业发展方面，有些用人单位对

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限制或变相增加其晋

升晋级难度。

女职工在职场中遇到的这些烦心事，与

女职工既承担劳动义务又肩负生育责任有着

密切关联。当女职工的劳动义务与生育责任

发生冲突时，有些用人单位在平衡单位利益

和社会责任时，往往会倾向追求单位利益而

忽视社会责任，于是，一些拿得上台面和拿不

上台面的限制女职工权益的种种“小九九”不

断衍生。在用人单位利用用工自主权制定的

规章制度的遮蔽下，一些减损女职工权益的

打法律“擦边球”行为就堂而皇之地浮出水

面。对此，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的女职工

无力对抗。加上相关法律制度的规定较为原

则且有一定滞后性，难以对可能发生的侵害

女职工合法权益的行为一一给予明确禁止，

导致上述问题不断滋生。

加大女职工权益特殊保护的力度，纠正

劳动关系领域一些保护不充分、不平衡现象，

其意义已经超越劳动关系领域，扩展到人口

发展等更为广泛的社会领域。为女职工搭建

起快乐劳动、安心生育的社会环境，我们要有

更开阔视野、更大格局。一方面要通过不断

织密法网，以刚性手段解决女职工当下呼吁

较为集中、社会反响较为突出的制度性问题；

另一方面要通过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以更多

人性化措施，化解一些用人单位出现的或可

能发生的减损女职工权益的机制性问题。

通过完善法律给予女职工特殊保护，不

仅是法律人性化的体现，也是劳动力再生产

的必需。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普通劳动

法律制度难以短时期及时修订的背景下，通

过修订妇女权益保护法等特别法对一些侵害

女职工合法权益行为作出法律规定，既可以

及时强化对女职工的权益保护、推动和谐劳

动关系的构建，又有利于为女职工安心生育

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推动我国人口可持续

增长，可谓既利于当下，又着眼未来，其重要

意义值得全社会给予高度关注。

为女职工解除生育后顾之忧，既利于当下又着眼未来
本报评论员 郭振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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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大白
樊树林

日前，一段农民工靠在年轻小伙子

肩膀上睡着的视频在网上火了——浙江

杭州一名律师在乘坐地铁时，一个带着

大包小包、满身泥垢的农民工靠在他肩

膀上睡着了，但他一动不动，让这位大哥

安睡。（见 4月 19日《钱江晚报》）

总有一些瞬间让人如沐春风。面对

带着大包小包、鞋裤沾有干活留下的泥

垢的“大哥”，面对身体疲惫、迷迷糊糊睡

着并靠在自己肩膀上的陌生人，这位年

轻人没有嫌弃和躲开，也没有因不舒适

而推醒他，而是用稳固的肩膀，给了农民

工大哥一个安稳、舒适的依靠……

这份善意流露、平淡中散发的热忱，

被对面乘客记录下来并发到短视频平台

上，年轻小伙因此被诸多市民点赞：“这

是十分有修养、令人尊敬的举动”“小事

见真章，一个人的人品可以从点点滴滴

的小事中看出来，小伙子心地淳厚”……

从这一片怒赞中，可以看到一颗颗向好

向善的心，而这或许正是“让城市更美

好”的一种体现。

“让陌生人靠在自己肩膀”，看似是

一则微不足道的故事，但人们不难从中

看到凡人微光，以及由此映照出的整座

城市的温馨与柔情。广大农民工在融

入城市的过程中，需要被理解、被接纳。

不难想见，如果一座城市的陌生人都能

对农民工温柔以待，那么人文友好型城

市不难建成。“萍水相逢，温柔相待”，这

是现代城市和社会应该努力追求的文

明底色。

“待人以善者，善亦所趋。”社会文明

不断进步，城市的人文精神也在不断放

大。“留灯十年，等你回家”“雨伞借一赠

百”“全城出动，寻找耳蜗”……类似的故

事在不同地方发生，直抵人们的心灵。

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文明的光源，用

自己的一言一行去点亮道德的火炬，汇

聚成磅礴的社会暖流，进而改变人们的

生活。这是人们的共同愿景。而勾勒这

样的图景需要“双向奔赴”——每一个人

在被周边的事物温暖的同时，要在文明

的感召下，培养城市文明共同体意识，在

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乐善好施、助人为乐。

当人们的善良、爱心交相辉映，社会

风尚一定会更加美好。

“借给陌生人肩膀”
传递城市的温暖与文明

推广外卖封签，提高舌尖上的安全感

自己明明没网购，却收到货到付款的快递包裹，在
支付几十元费用后，发现包装里面只是价值几元的小
商品——据央视报道，近日，广州多位市民遇到如此情
况，警方调查后发现了3个专门利用货到付款盲盒快递
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涉案金额高达2000多万元。

如此伎俩，并不高明也并不“新鲜”，可确实有不少
人中招。究其原因，一来，一些人虽然记不清何时买过
什么东西，但快递面单上确实写着自己的姓名和地址；
二来，所需支付的邮费并非大额，一些收件人容易放松
警惕。“盲发快递”真相大白，不仅暴露了目前个人信息
保护仍存短板，也再次证明了“广撒网”、打心理战等仍
是常见的诈骗路径。在呼吁电商平台、快递企业对个
人信息“严保护”，有关部门“严监管”之外，对这种“小”
诈骗，人们完全可以“抵御”得更好，要吸取别人的教
训、要对“到付”保持高度警惕，等等。骗局不是一天建
成的，摧毁骗局也需要齐心协力，坚持不懈。

赵春青/图 韫超/文

张淳艺

为提升外卖餐饮食品安全质量，今年以

来，浙江、江苏、安徽等多地陆续要求或提倡

使用“食安封签”。但记者发现，大部分商家

仍然未能按要求“封”上自己的外卖。（见 4月

19日《法治日报》）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 2021年 12月，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 5.44

亿，同比增长 29.9%。有研究预测，2022 年我

国外卖餐饮行业市场规模将达 9417.4 亿元。

外卖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外卖食品被偷吃、

恶意加入异物等事件屡屡发生，威胁着消费

者的舌尖安全，也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

在此背景下，使用外卖“食安封签”已经

成为公众和行业的共识——即通过对外送

餐食外包装进行一次性封口，防止运送过程

中被人为拆启或意外破坏。2018 年 2 月，北

京市海淀区食药局联合部分外卖平台率先

启动“食安封签”项目。随后，各地相关部门

陆续跟进。不过，“食安封签”在一些地方并

未真正落地——“超过 300份外卖被送出，使

用‘食安封签’的不到 10 份”“采访 10 位外卖

骑手，7位表示从没见过‘食安封签’”……

究其原因，有的商家担心增加封签会提高

经营成本，延误出餐时间，积极性不高；有的商

家认为餐食本身已经封口，再加封签有些多

余。此外，一些消费者并不在意外卖是否有封

签，也不会主动选择使用外卖封签的商家。

使用外卖“食安封签”，对于规范外卖餐

饮行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来说，必要且

重要。有关部门应认真分析落实中的问题、

堵点，对症下药，多方发力。

首先，可以考虑建立更强的约束机制。

今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浙江省电子商务条

例》明确规定，未使用封签对配送的食品予以

封口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

下罚款。可以预见的是，有制度约束和支撑，

“食安封签”可以更迅速地成为外卖标配。

其次，加强平台对商家的引导。用不用

“食安封签”，不只是商家的事情，外卖配送平

台也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引导商家主动给

外卖加上“安全锁”。一方面，可以向餐饮企

业提供“食安封签”，帮助其养成习惯；另一方

面，对于使用“食安封签”的商家，可以给予一

些鼓励和支持，提高其积极性、主动性。

再有，转变一些固有观念。使用“食安

封签”既是对消费者负责，也是对餐饮商家

的保护，有关部门对此应加强宣传，让各方

达成共识。商家应学会算大账，封签未必不

是宣传的载体，使用得好甚至可以让其发挥

乘数效应，扩大商家的知名度。对消费者来

说，也应将使用“食安封签”作为选择外卖店

铺的因素之一，将规范、安全、卫生摆在更重

要的位置。

食品安全无小事，对那些保障食品安全

的探索和举措，应该多一些支持、配合，多一

些齐心协力、多一些持之以恒。

通过完善法律给予女职工特殊
保护，不仅是法律人性化的体现，也
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必需。在劳动
法、劳动合同法等普通劳动法律制
度难以短时期及时修订的背景下，
通过修订妇女权益保护法等特别法
对一些侵害女职工合法权益行为作
出法律规定，既可以及时强化对女
职工的权益保护、推动和谐劳动关
系的构建，又有利于为女职工安心
生育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推动我
国人口可持续增长。

我在一线做流调

警惕违规网售医疗器械的风险
冯海宁

包皮环切器、强脉冲光脱毛仪、夹鼻止鼾

器……目前，不少医疗器械都可以通过电商平

台购买，然而，不是所有医疗器械都可自用。

可自用的，其产品说明书应当符合医疗器械

说明书和标签管理相关规定、标注安全使用

的特别说明。但是，很多电商存在不明示所

售产品为医疗器械、没有相关经营资质和无风

险提示等问题。（见4月20日《法治日报》）

在电商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医疗器械销

售也向线上转移并不意外。有数据显示，近

年来我国医疗器械市场规模不断扩大，预计

2022 年达 12529 亿元，2025 年将达 18414 亿

元。不少医疗器械商家的线上销售占比超过

了 70%，网络已成医疗器械主要销售渠道。

然而，部分商家在线上销售医疗器械并不

规范，在宣传方面只讲操作便捷，却不告知消

费者相关产品属于医疗器械，也无任何风险提

示。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缺乏医学知识的消费

者在购买医疗器械后自行操作屡陷险境。

从记者调查看，不少医疗器械销售不仅

掩饰医疗器械的性质，还不公布医疗器械注

册证书编号、不出示经营许可证明等。这些

行为都是违反相关规定的——有的不符合广

告宣传方面的制度规定，有的违反了医疗器

械监督管理及网络销售方面的制度规定。

根据《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

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暂行办法》的

规定，医疗器械广告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

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现实中，某些

商家的广告将医疗器械称为“美容仪器”，便

有误导消费者之嫌。

根据《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

规定，从事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的企业，应当在

其主页面显著位置展示其医疗器械生产经营

许可证件或者备案凭证，产品页面应当展示

该产品的医疗器械注册证或者备案凭证。但

某些商家并未按照这些规定去做，这不禁让

人怀疑，其是否真的具备相应的经营资质。

虽然我国法律允许推荐部分医疗器械给

个人自用，但是，商家必须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要求宣传、销售，消费者也要理性购买——选

择合法规范的商家和产品，不要被商家误导

后盲目购买和操作。某种角度上说，网售医

疗器械行为不规范其实是在“兜售风险”，商

家只管数钱，而消费者则面临不当操作可能

带来的隐患。

医疗器械有专业门槛，更关乎消费者的

生命健康。违规销售医疗器械，不仅是对不

特定群体的威胁，更可能影响和扰乱相关市

场秩序以及电商平台的口碑。

对这些乱象，寄希望于消费者靠自己的能

力去判断和避免，并不现实。一者，商家自身

要掂量后果，不能为了赚快钱而置消费者健

康、生命于不顾，一旦出了事，其必将面临相应

的索赔和行政处罚；二者，电商平台不能纵容

商家胡来，应严格准入和日常管理，采取有效

手段遏制商家的任性而为；三者，监管部门应

该有更大作为，让那些故意混淆视听、违法违

规销售的商家现出原形，不敢再作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