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北京日报客户端报道，近年来，“下班上夜校”成为
很多人的选择。不少地方街道和学校开设了一批接地
气、有活力的公益课堂。然而，也有一些培训机构或个人
打着“夜校”的幌子，推出的收费课程质量堪忧，不少人大
呼上当。

“不是酒吧去不起，而是夜校更有性价比。”街道和学
校开设的夜校确实性价比高，但往往一位难求，于是一些
培训机构也参与进来，并以组织灵活、门槛较低、学位相
对充裕等特点吸引着大量上班族。然而，这类夜校中不
乏滥竽充数者，在盈利压力下，低价引流后“狮子大开
口”、后续课程质量缩水……夜校遍地开花是好事，但参
差不齐的课程质量和“一言难尽”的学习体验却可能给人
们终身学习的热情泼一盆凉水。为此，有关方面在对各
类夜校加强引导和规范的同时，不妨多提供些优惠性措
施、实质性支持，帮其尽快摆脱“成长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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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10 月 28 日《工人日报》报道，近期，人

社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各地区对人力资源市

场开展专项整治，集中查处了一批培训贷、虚

假招聘、就业歧视等违法案件，并对其进行通

报，北京捌五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青岛莱牛

教育有限公司等公司受到了处理。人社部门

提醒高校毕业生，求职时要防范警惕类似“陷

阱”，如遇到侵害就业权益情况，应及时投诉

反映。

承诺高薪就业，诱骗高额培训借贷；虚

假招聘，岗位、待遇与实际不符；未经许可，

经营劳务派遣业务、从事网络招聘服务；发

布歧视性招聘信息，影响公平就业……这些

隐藏在就业市场中的不法行为，不仅侵害了

求职者的相关权益，也给社会造成了不良影

响。有的求职者因此失去了就业机会，有的

付出了不小的经济代价，还有的形成了一定

的心理创伤。

人社部此次专项整治的多起侵害求职者

就业权益的行为，多数属于欺诈性招聘，也有

一些涉及就业歧视，但无论哪一种，此前都已

被曝光多次，而且受到了相应处理。这充分

说明，遏制侵害求职者就业权益的行为，是一

件长期的事情，需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侵害求职者就业权益的行为屡打不尽，

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一些不法职业介绍

机构会利用信息不对称，求职者急于求职又

渴望找到高薪、稳定的工作岗位等因素，给

求职者“挖坑”，诱骗求职者；一些求职者由

于对就业市场的情况不够了解、对相关求职

流程不熟悉、对招聘单位的资料没有充分甄

别，从而容易轻信招聘信息，导致上当受骗；

新职业、新岗位大量出现，一些求职者知识

储备不够，无法分辨其中的真假；一些地方

对就业市场的违法行为打击不及时、不给

力，整治不彻底，给不法行为留下了生存空

间；侵害求职者就业权益的违法行为往往成

本较低，等等。

目前的就业市场中，劳动者自主就业占

比最高。确保就业市场公开、平等、有序，是

保障劳动者自主就业权益，实现充分高质量

就业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上述报道中提到的

一些行为，不仅侵害了求职者的权益，而且可

能影响一些用人单位的正常招聘行为，扰乱

整个就业市场的秩序。

整治侵害求职者就业权益的行为，不断

净化就业市场，让求职者放心求职，需要多

措并举，久久为功。比如，要加强对人力资

源市场的规范和管理，对虚假招聘行为进行

严肃处理，确保从事职业介绍的人力资源中

介机构合法经营；要加大对求职者的提醒、

提示，通过宣传教育、知识普及等引导求职

者理性求职，了解掌握更多求职的知识和要

领，虚假招聘、欺诈招聘的基本套路以及如

何维权等；要发挥基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

“哨点”作用，动态掌握就业市场的变化情

况，及时发现侵害求职者就业权益的行为，

并予以处理；要加大对相关违法行为的处罚

力度，畅通受害者的维权渠道，对求职者进

行及时帮扶，等等。

今年 9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

见》提出，坚决破除影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

体制机制障碍，同步推进户籍、用人、档案等

服务改革，消除地域、身份、性别、年龄等影响

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畅通社

会流动渠道；健全就业歧视救济机制，依法纳

入劳动保障监察范围，完善民事支持起诉机

制，稳妥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这为保

障求职者就业权益，整治就业市场的违法行

为明确了方向和路径。未来，期待在典型案

例引导、政策帮扶、权益保护等综合施策下，

劳动者的就业权益得到更有效维护，就业环

境更加公平、法治，每一位劳动者都有通过辛

勤努力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

综合施策，让劳动者就业权益得到全方位保障
本报评论员 郭振纲

期待在典型案例引导、政策帮
扶、权益保护等综合施策下，劳动者
的就业权益得到更有效维护，就业
环境更加公平、法治，每一位劳动者
都有通过辛勤努力实现自身发展的
机会。

变 味

“尾款人”变“韭菜人”？对电商预售要监管预置

图 说G

“三无”劳动者维权别寄希望于运气

王军荣

婚恋交友平台常有婚托、骗子出没，在“杀猪盘”电信网络

诈骗中，骗子更是潜伏在婚恋交友网站寻找下手目标。此前

多部门曾联合发文，推动婚恋交友平台严格执行实名认证和

实名注册，严厉打击婚托、婚骗。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很多婚

恋交友平台的实名认证并非强制性要求，个人信息的真实性

更无从验证。（见 10月 28日《北京晚报》）

婚恋交友平台异化成婚托、骗子的“捕猎场”，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后台实名”未能有效落实，导致鱼龙混杂，“谁也不知

屏幕对面是什么人”。

婚恋平台推行实名认证，初衷是为了优化婚恋交友环境，

保障广大用户的合法权益。但实际上，很多平台实名认证早

已被架空，注册认证过程几乎一路绿灯，而且头像、性别、年

龄、婚姻状况等都可“自由发挥”。总体看，在婚恋平台注册信

息几乎没有约束审核，“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由此

难免引发各类纠纷和骗局，甚至使平台成为藏污纳垢的沃土。

实名认证有名无实，主要是平台有自己的“小九九”，想获

得更多注册用户及日活量，为此不惜一再放低门槛。然而，这

种默许纵容伴随的危害极大。一方面，用户权益无法保障，感

情被骗的同时，还可能面临财产损失。另一方面，大量婚托、

骗子在平台上活动，会降低人们的信任程度，影响整个行业的

健康发展。

婚恋是一桩人生大事，此类交友平台若成了“骗子”的代

名词，恐怕会迎来破窗效应。因此，实名认证必须落到实处。

首先，监管部门要对不严格执行实名认证的平台实施严厉处

罚，通过定期检查、随机抽查等方式，督促平台落实要求。其

次，加大婚恋交友平台的信用风险责任，例如对于存在欺诈的

用户，平台应当对其禁言或封号，并尽到对他人的提醒义务。

此外，用户也要提升自我保护意识，谨慎对待陌生人的交往请

求，切勿轻易透露个人财产信息等敏感内容。

互联网实名制已经推行多年，成为切实保障用户权益的

有效手段，效果卓著。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严格落实落细

实名认证的规定，夯实网络诚信基石，绝不能让个别平台成为

漏风的窟窿。

戴先任

据 10 月 27 日澎湃新闻网报道，半个月

前，某头部电商平台率先推出“双十一”第一

波预售预热活动，比去年提前了 10天。与此

同时，各大平台的直播主播也同步开启了

“双十一”预售活动。然而，不少消费者投诉

称，“双十一”预售产品比直接购买更贵、预

售 结 束 后 立 刻 降 价 ，“ 尾 款 人 ”变“ 韭 菜

人”……

在“双十一”“618”这样的网络购物节期

间，预售模式频频被消费者“吐槽”。这主要

是因为一些商家以预售期为幌子，故意拖延

发货时间，甚至随意更改发货日期，有些商品

延迟收货的时间甚至长达一个月，存在超长

预售问题。此外，还有“尾款”涨价、预售商品

不保价、承诺赠品不兑现、“最低价”宣传不属

实等乱象。

预售制本应实现多赢，比如，商家可以通

过预售登记方式精准订货生产，实现成本最

小化；消费者通过让渡一些收货时间来获得

更优惠的价格。然而，现实中的预售往往不

尽如人意，甚至影响了消费者的网购体验，如

后期收到的商品与前期展示的货不对板等。

预售模式让商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交易

主动权”，在制定价格和确定发货时间上对消

费者进行细分，而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安

排。于是，预售商品发货时间越来越长、不退

不换、不确定发货时间等“霸王条款”渐渐多

了起来，甚至还有商家收到预售款后“跑

路”……正如消费者所说，电商预售模式正在

抱怨与不满声中走样。

预售模式，只要双方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本无可厚非，但必须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自

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别让电商预售变成

了一场侵权“预谋”，需要多方合力，平台有责

任督促商家守约，对商家推出的预售模式，要

加强监督和管理；监管部门对预售模式中存

在的乱象要加大惩治力度，遏制预售模式乱

象。从预防的角度看，规范电商预售还需要

监管预置，比如建立侵权预警机制，对“超长

预售”要有“超前监管”，及时识别风险。此

外，消费者也要增强维权意识与防范意识，对

预售商品保持必要的理性。

电商预售模式乱象是近年来网购乱象中

的新问题，从电商平台到监管部门，都应守土

有责，合力遏制不合理预售乱象，为消费者填

平“消费陷阱”。保护好网购消费环境，也是

在保护网络营商环境，最终获益的则是网购

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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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曦

一位农民工在大连从事海参养殖工作

时没把签订劳动合同当回事，不料在工作 3
周后就发生事故受伤，随后他被“踢”出了工

作群。找不到企业负责人、没有务工证据，

申请劳动仲裁因此被驳回——据近日《工人

日报》报道，一场劳动关系确认纠纷日前告

终，工作群聊天记录成为认定劳动关系成立

的关键证据，法院据此判决，该农民工与养

殖企业存在劳动关系，该企业给付拖欠 3 周

的工资 4800 元，劳动者也可据此申请工伤

认定。

这位农民工可以说是典型的“三无”劳

动者——无劳动合同、无社保缴纳记录、无

工资发放记录。放眼劳动用工领域，他的经

历并非个例，比如在一些用工不规范的小企

业、临时用工的小项目，以及新就业形态领

域中的部分情形，都不同程度存在“三无”劳

动者。

究其原因，一方面，有的劳动者自我保护

意识和能力较弱，对签订劳动合同的重要性

缺乏认知。另一方面，一些企业法律意识淡

薄，存有侥幸心理，试图通过掩盖劳动关系来

躲避用工责任、节约用工成本。

实际上，“三无”状态对用人单位和劳动

者双方都存在隐患，是一种“双输”。对于用

人单位来说，在发生劳动争议时，不签订劳动

合同、不缴纳社保会导致用人单位承担更大

的风险和赔偿责任。以工伤为例，我国社会

保险法规定，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

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

付工伤保险待遇。对于劳动者来说，不签订

劳动合同会导致劳动关系认定困难。当自身

权益受到侵害时，可能无法及时获得医疗救

治和经济补偿，还要付出时间成本去打官司

维权。

新闻中这名农民工不幸中的万幸是找

到了群聊记录中关于工作安排的内容，佐证

了自己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根据原劳

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

项的通知》，在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

下，认定劳动关系可参考多种凭证，如工作

证件、招工记录、考勤记录及同事证言等。

本案中，这位农民工通过微信聊天记录维权

成功，提示广大劳动者，应注意留存与劳动

关系相关的各类证据，以便在权益受损时有

效举证。

个案的维权成功有一定的偶然性和运气

成分，倘若连聊天记录也找不到，那又该如何

证明劳动关系？这起案件应当激起更广范围

内的思考：如何从源头减少“三无”情形，让劳

动者维权更有底气。

一直以来，人社、工会等部门积极采取多

种措施，督促指导用人单位建立规范的用工制

度。此外，为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

障，去年，人社部印发文件要求企业根据用工

事实和劳动管理程度，与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

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与不完

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订立书面协议。

这起典型案例为陷入同样困境的劳动者

支了个招，给用工不规范的企业提了个醒。

签订劳动合同是预防和减少劳动争议的前提

和基础，只有不断推动“三无”变“三有”，才能

奏响劳动关系和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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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清

炒菜类加工，清炒或蒜泥，每斤 8
元；海鲜类加工，葱油或油爆，每斤 18元；

肉类加工，水煮或红烧，每斤 25 元……

据 10 月 28 日潮新闻报道，最近，浙江宁

波市某菜市场的一家小店火了，该店因

推出“代炒”业务而生意爆棚。

在菜市场买完菜，现场就能炒，经济

实惠还新鲜可口，这或许是“代炒菜”受

追捧的重要原因。现实中，并非每个人

都会做饭或有时间做饭，同时，在“代炒

菜”小店还能随意搭配食材，以较低成本

实现多样化餐食。对于年轻人而言，这

比经济成本、时间成本、人力成本更高的

“一人食”更有吸引力。

事实上，“代炒菜”是菜市场摊主帮忙

洗菜、切肉等“顺手”服务的一种精细化延

伸，与近年来流行起来的“上门代厨”等

“代经济”形态一样，正在满足不同消费者

的个性需求。同时，这也是一种对技能型

劳动的开发和利用，让厨艺精湛的人找到

新的赛道实现创业增收，也让“代炒菜”成

为一种新的业态和经济增长点。

对于传统菜市场经营内容来说，“代

炒菜”开发出新的业务链，一举多得。但

要长久稳定发展，还需要给方兴未艾的

“代炒菜”加上规范的“佐料”，尽快纳入

治理视野——严管才是厚爱。比如，为

定价规则制定一个合理区间，不能张口

就来、自说自话；明确经营范围，尽可能

避免诸如动辄引发争议的“卖拍黄瓜被

罚”等问题；为食品安全以及佐料、烹饪

器具卫生问题戴上“紧箍”，进行清晰的

责任界定，等等。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忙碌一

天，到了饭点，吃上可口美味的食物不仅

给人们带来味蕾满足，也会令人精神愉

悦。从“将就吃”到“讲究吃”的转变，是

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具体体

现，也为技能型劳动者提供了更多机会

和更广阔的用武之地。当生鲜电商、蔬

果超市、社区团购等新兴的精细化经营

模式抢滩市场时，“代炒菜”依托菜市场

自身资源优势，瞄准周围居民的现实需

求，可以说趟出了一条新路子，为传统菜

市场积极转型提供了样本。

菜市场的柴米油盐，是很多人追求

“诗与远方”的起点。让家门口更有烟火

气，希望这样的探索创新再多一些。

婚恋平台实名认证不应有名无实

吴迪

近日，一些短视频平台涌现了大

量某知名企业家吐槽的视频。在视频

中，该企业家对堵车、调休、游戏等热

门话题进行调侃，甚至还有不雅词汇

穿插其间，引发热议。事实上，这是由

网友利用 AI 软件采集该企业家原音

生成的配音，但逼真的效果让不少人

信以为真。（见 10月 28日《工人日报》）

AI生成信息从“一眼假”到“深度

伪造”，仅仅过了几年时间。几年前，

网络上流行上传个人照片生成各类主

题海报或视频的游戏，令人们对 AI融

入生活抱有了更多期待。比如，通过

AI换脸实现的“蚂蚁呀嘿”搞笑视频，

曾一度霸榜热搜。同时，AI技术应用

于天气预报、新闻播报、医疗、手机地

图等领域，让生活更加便利。然而，也

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有人用自己的

照片与某女星素材合成亲密视频，引

发争议；某知名办公软件将用户文档

用作 AI 训练文本，引发反对声浪；还

有一些人的声音、人脸被 AI 学习，生

成虚假信息用于电信诈骗、造谣……

AI 为人们提供新体验的同时，伴

随的风险成本越来越高，不仅侵犯了

一些人的合法权益，也扰乱了网络空

间秩序。比如，AI生成音频技术的滥

用可能侵犯个人的人格权。自然人的

声音具有唯一性、独特性，是自然人人

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 4 月，北京

互联网法院宣判的全国首例 AI 生成

声音侵权案，判决侵权方赔偿原告 25

万元。又如，AI生成的虚假音视频很

容易引发误解，甚至造成恶劣影响，破

坏网络信息的可信度和网络空间的秩

序。今年 9 月，网上流传某网络平台

负责人的负面“酒后”音频，给该平台

招致风波，结果警方调查发现，音频内

容系 AI伪造。

规范 AI 技术发展是公众的共同

呼声。为此，社会各界提出建议，如

完善法律法规，明确 AI 生成技术的

使用范围，加大对滥用 AI 技术的打

击和处罚；技术研发应用者要在识别

和过滤虚假内容上有所作为，建立有

效的甄别、审核机制，防止技术被滥

用，等等。

这些“追着 AI 跑”的规范手段必

不可少，但从 AI 生成内容的逻辑看，

还需从前端发力，即在“投喂”素材训

练 AI 大模型环节做好必要的规制。

AI 自主学习需要有大量的“学习对

象”作为基础，包括声音、文字、语法、

图像、热力分布等，这些素材越丰富，

AI 就“吃”得越饱，生成的内容就越

自然逼真。当前，网友使用 AI 软件

上传声音、人脸等个人生物信息时，

几乎是不设防状态。此外，AI 在获取训练素材时还缺乏一

定的规范，比如用户为一次娱乐活动而上传的素材能不能

被储存和多次利用？相关信息该如何使用？都应有明确的

说法。

以手机 APP 过度索权为例，近年来，很多 APP 开发运营

者为了获取更丰富的用户数据，后台过度索权问题饱受诟

病。2021年初，工信部出台文件，明确了“知情同意”和“最小

必要”两项个人信息保护基本原则，要求从事 APP个人信息处

理活动，应当由用户作出自愿、明确的意思表示，同时不得从

事超出用户同意范围或者与服务场景无关的个人信息处理活

动。同理，AI 自主学习也应被划定明确、具体的边界范围。

比如，用户上传的信息将被用于什么用途、如何储存及使用，

要有类似“知情同意”“最小必要”的规定。

简言之，从源头“投喂”素材的环节做到丁是丁卯是卯，AI

自主学习及应用才会更加向上向善。眼下，AI技术发展如火

如荼，未来充满无限机遇和可能。正因如此，技术别被玩坏、

信任别被玩丢，与技术本身的发展同等重要。

菜市场“代炒”，
期待炒出烟火气的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