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劳动者权益小课堂 |“没到手”的入职表=劳
动合同吗？》

“没到手”的入职表=劳动合同吗？

2021年，覃妹到某公司从事销售部置业顾问工作，双

方填写了入职表，该公司在所属部门意见栏签署“同意入

职”。2022年，覃妹提出辞职。离职后，覃妹以该公司未与

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为由，申请劳动仲裁。公司则认为，

覃妹入职时填写的入职表就是劳动合同。当地仲裁委裁

决对覃妹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覃妹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认为，该公司没有在入职表上盖章，覃妹

对公司填写的部分内容并不知晓，无法体现双方的合

意，不符合劳动合同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不能视为

劳动合同。 （本报记者 周倩）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深化“产改”新闻发布会｜大国工匠如何发
挥示范带动作用？》

10 月 25 日，全国总工会新闻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大国工匠如

何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一研究院首

席技能专家，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全国劳模、大国工

匠年度人物高凤林给出了他的答案。（本报记者 史宏宇）

大国工匠如何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舞蹈影像导演：舞动天地尽收方寸

野木是一名舞蹈影像导演。舞蹈影像为观众提供了

欣赏舞蹈的全新视角。通过镜头的运用，舞者的动作细

节、表情变化都能被完整捕捉，让舞蹈之美得到更充分地

展现。“舞蹈影像导演需要融合舞蹈的肢体语言和影像的

视听语言。”野木表示，理解并融合这两套语言体系是做

好这份工作的关键。 （本报记者 王羡茹 张冠一）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舞动天地尽收方寸｜三工视频·新 360行
之舞蹈影像导演》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工视点：@产业工人，利好消息来了！》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改革的意见》发布。《意见》提出，力争到 2035 年，培养造

就 2000 名左右大国工匠、10000 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0
名左右市级工匠，以培养更多大国工匠和各级工匠人才

为引领，带动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建设，为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人才保

障和技能支撑。

主要目标已确立，要让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不

断涌现，《意见》还提出了更多保障措施，一起来看。

（本报记者 郑莉 贺少成）

@产业工人，利好消息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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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焕新到“长新”，做好老旧小区改造“后半篇文章”
本报评论员 韩韫超

丰富法治样本，助力构建平等就业环境

据 10月 28日《人民日报》报道，随着城市

更新行动稳步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取得显著成效，在健全已改造小区的长效管

理机制方面，各地正积极探索实践——江西

省赣州市章贡区搭建国有物业平台体系，将

零散分布的相邻小区和楼栋集零为整，形成

新的物业服务区域；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主

动收集群众对老旧小区改造效果的反馈，积

极解决此前改造未覆盖的问题；云南省玉溪

市江川区文祥片区尝试收取车位管理费，在

满足居民停车需求的前提下对外开放空余

车位，有效缓解了老旧小区长效管护的资金

压力……

住建部今年 8 月的数据显示，2019 年以

来，我国累计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25.88

万个，改造提升水电气热等老化管线 32.6 万

公里，加装电梯 12.5 万部，增设养老、托育等

各类社区服务设施 7.27 万个，增设停车位

360 万个、电动汽车充电桩 11.7 万个、电动自

行车充电桩 75.5 万个……通过改造，老旧小

区居住舒适度、安全韧性大幅提高，4400 多

万户约 1.1亿居民因此受益。

成绩有目共睹，但老旧小区改造后也面

临一些新问题。比如，新增的健身器材和单

元门等设施损坏后无人修缮、新建的社区公

共服务空间长期闭门谢客、消防通道被占用

等乱象死灰复燃，等等。究其原因，一是老旧

小区改造涉及环节较多，工程繁琐，难免有衔

接不到位的情况；二是老旧小区改造后物业

服务企业入驻比例较低，仍以业主自管或单

位自管为主，服务专业性不足；三是改造中仍

有一些未覆盖到的问题，居民满意程度不高，

不愿缴纳物业费，进而加剧了物业服务的资

金困难。此外，一些居民的公共意识、公德意

识欠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来之不易的

改造效果。

完成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只是第一步，如

何让老旧小区提质后不迅速“返旧”，能在较

长时期内“葆新颜”，需要相关方面做好从“改

好”到“管好”的“后半篇文章”。这不仅需要

多些“回头看”“反复看”，及时干预处置相关

遗留问题，而且需要尽快探索建立后续人员、

资金、制度等方面的可持续管理维护模式，以

长效机制巩固老旧小区改造成果，更好实现

老旧小区的精治、善治。

事实上，一些地方正在为做好这“后半篇

文章”积极探索实践。有的地方采取问卷调

查、随机入户走访等方式，对改造工程进行查

漏补缺、精准微调；有的地方探索一家专业物

业企业进驻片区多个老旧小区的“片区式物

业管理”方式，让诸多老旧小区告别无物业管

理时代；一些老旧小区整合盘活既有资源，多

渠道新增商业收益，弥补后续管理维护资金

缺口……与此同时，住建部门正抓紧研究建

立房屋体检等制度，努力构建全生命周期的

房屋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这些亮眼的创新探索背后，是因地制宜、

与时俱进的理念，是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干

劲。从改造阶段的“谁来改、改什么、怎么

改”，到后续成果巩固阶段的“谁来管、管什

么、怎么管”，都不可避免地要解决一些“老大

难”问题、啃下一些“硬骨头”，这中间那些经

过实践检验的、成功的做法，是可以被借鉴和

延续的，这其实也是一个集思广益、推动相关

治理和工作不断完善、不断向前的过程。

老旧小区改造是一项民生工程、民心工

程，也是一项社会治理工程，健全已改造小区

的长效管理机制，做好老旧小区改造“后半篇

文章”，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项需要付

出诸多努力和耐心的工作。期待有关方面戮

力同心、积极探索实践，凝聚起更多治理智慧

与魄力，让老旧小区焕新之后能够“长新”，让

越来越多的居民享受更美好、更有品质的生

活，让城市的“颜值”和气质持续提升。

从改造阶段的“谁来改、改什
么、怎么改”，到后续成果巩固阶段
的“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这中
间那些经过实践检验的、成功的做
法，是可以被借鉴和延续的，这也是
一个集思广益、推动相关治理工作
不断完善、不断向前的过程。

百病消？

图 说G

陶稳

据 10月 27日央视新闻报道，重庆的张先

生在某平台下单时看到商品的好评率较高，

但是到货后却发现并没那么好，再细看评论

发现，很多买家的晒图竟然是相同的。张先

生怀疑这些好评是商家与网络水军合谋刷出

来的。记者调查发现，当前，网络水军已经将

炮制买家秀当成了一门生意，并形成灰色产

业链。

网购商家的刷单炒信问题由来已久，前

些年刷单者较为分散，总体规模不算大，经过

多年发展，分工细化、技术进步，网络刷单逐

渐呈现出技术化、专业化、批量化特点，转瞬

间即可生产出大量控评信息，进而干扰消费

者购买决策。

刷单乱象屡禁不止，从主观原因看，商家

和刷手都有利可图，二者默契合谋。从外部约

束看，网购平台审查机制不严格，对常规刷单

行为难以及时识别和处置，以及相关部门监管

触角存盲区、处罚力度不够等，也是重要原因。

刷好评看似给商家“长了脸”，实则涉嫌

虚假宣传，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自由选择权

和公平交易权，也破坏了买卖双方的信任基

础及网购平台的整体信誉。此外，网络刷单

也可能隐藏着重重隐患，不少人因参与刷单

遭受诈骗，也有商家因为被不法分子恶意刷

单损失惨重。今年初，浙江刘女士的网店被

网络刷手盯上后，短时间内收到大量订单后

又全部发起退单，触发平台自动赔偿机制，不

到两小时损失 11万元。

打击网络水军刷单炒信，时刻不能松

懈。电子商务法明确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

不得以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

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

费者。根据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的通报，截至

2023 年 12 月，已侦办网络水军相关案件 800

余起，涉案金额总计 80余亿元。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普及应

用，网络水军实现了从人工到机器、从显性到

隐性的变化，刷单行为更高效、更逼真。当网

络水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网购平台更应与

时俱进更新识别技术和打击手段。例如，建立

智能分析和预警系统，精准识别异常订单等。

遏制网络水军及刷单炒信行为，不仅事

关构建公平的网购环境、竞争秩序，还关乎社

会诚信体系建设。近来，常有消费者吐槽一

些“好评如潮”的商家实际“很拉垮”，于是兴

起“反向打卡”潮流，即去评价一般的商家消

费，体验反而超乎预期。某种角度看，这其实

也是一种预警：当评价体系不再被信任、当信

誉被反噬，再多“好评”也没有意义，甚至“狼

来了”的故事可能会在一些平台和商家上演。

“买个东西还得经历一番江湖险恶”——

网友的这类戏谑和无奈，不该一再成为网购

之痛。

当网购评价体系被玩坏，再多“好评”也失去意义

卢越

求职者因患甲状腺癌，即使已治愈仍被

用人单位拒录——据 10 月 24 日《工人日报》

报道，除了恶性肿瘤患者，一些患有糖尿病、

桥本氏甲状腺炎、红斑狼疮等慢病疾病的求

职者，也有过被拒绝录用的经历。此外，还有

的劳动者因患病被恶意辞退。

一般来说，用人单位招聘时对求职者的

健康状况有一定要求，比如，餐饮业中的一些

岗位要求员工不得患有传染性疾病，应提供

健康证等。从这个角度来说，用人方对招录

标准要求严格一点也能理解。但是，“生了病

就该失去就业机会吗？”——这一疑问，道出

了很多求职者的困惑。用人单位如果没有依

据求职者个体的实际健康状况进行具体评

估，而是采用“一刀切”的标准拒录，这对那些

虽患过病但已经治愈，且不具传染性，也不影

响日常生活和工作的求职者来说，有失公平。

我国法律保障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的权

利。就业促进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人

员，不得以是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为由拒绝录

用”。对于就业限制，该法划定了范围，即尚

未治愈的传染病患者“不得从事法律、行政法

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

使传染病扩散的工作”。可见，疾病就业限制

只能基于职业内在需要、依法适用于对健康

有特殊要求的职业。用人单位若把法律限制

范围外的疾病患者一律排除，于法无据。

近年来，我国在促进平等就业方面取得

了显著效果，但不可否认的是，就业歧视现象

依然不同程度存在。对于曾经罹患疾病但已

治愈的劳动者来说，他们理应享有平等的就

业机会和公平无歧视的就业环境。比如，一

些相对“小众”的疾病如银屑病、色觉异常等，

由于公众认知上的偏差和误解，导致患者群

体在就业过程中经历着不为人知的困扰与曲

折，他们渴望公平就业的声音需要被听见。

要根除就业歧视，需要职能部门采取有

效的预防、纠错与惩戒措施，进一步完善反就

业歧视相关法律法规，厘清相关法律概念，明

确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和法律后果。随着医

疗技术水平的发展，针对当前一些录用体检

通用标准陈旧或存在“一刀切”的情况，应对

其进行相应修改和完善，使之更科学、精细、

合理。同时，监管部门要加强对用人单位的

监督，确保其录用标准合法，对违法行为要坚

决予以纠正。

当然，构建平等、友好的就业环境，离不

开社会的包容与支持。前不久，湖北武汉的

一则暖新闻感动了众多网友。一名 28 岁的

小伙因患有肝豆状核变性疾病，身体会不自

主抖动，他应聘某平台外卖员时，站点站长对

其他外卖小哥喊话：“不要歧视他，看到就帮

一下！”平台也表示将为其撒餐、超时等情形

进行兜底并申请关怀金。

就业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一环。促进

平等就业，我们需要并呼唤各类暖心样本、法

治样本再多一些。期待各方共同努力，消除

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让

每个劳动者都能通过辛勤劳动获得收入，获

得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

戴先任

据 10 月 30 日澎湃新闻网报道，10
月 29 日，最高检发布消息介绍，一些不

法分子不择手段抢注、囤积商标，再以此

为依据恶意提起诉讼进行所谓“维权”，

不仅严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也直接影

响科技创新。

不法分子恶意抢注、囤积商标，或

者骗取登记相关知识产权，严重侵犯了

他人的知识产权，反而恶人先告状，实

在匪夷所思。比如，有的不法分子通过

提交虚假的著作权转让合同、涂改权利

人信息、伪造作品创作思路和说明、将

创作日期提前等方式，冒充作者骗取著

作权登记，再批量提起虚假诉讼牟取不

正当利益。

“知产流氓”的背后有一条黑色产

业链。为更好地实施知识产权恶意诉

讼，一些不法分子伙同黑中介、黑代理，

通过风险代理或利益分成等方式形成

了利益共同体。面对如此有备而来的

“碰瓷”和攻击，被侵权的原创者往往一

时难以招架。

“知产流氓”产业化，暴露了知识产

权保护方面存在的一些不足。比如注册

商标的程序简化、成本降低，本是为了优

化服务、鼓励创新，然而却成了不法分子

钻空子的机会。又如，“知产流氓”的违

法成本太低，就算最终认定为恶意抢注，

往往是驳回其申请或宣告无效，鲜少有

人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另外，我国商标

注册遵循“注册在先”原则，谁先注册并

公告使用，商标就归谁。而“知产流氓”

抢注他人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企

业字号或特定商标，摇身一变成了“李

逵”，而被侵权的一方却成了“李鬼”。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目

前，我国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知识产权

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和制度机制。持续打

击“知产流氓”，有必要根据实际情形完

善相关法律法规，将“知产流氓”拦阻于

恶行之前；提高违法成本，降低原创者、

合法商家的维权成本。对于企业和个人

来说，也要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既保

护好自身的知识产权合法权益，也要依

法依规使用他人知识产权。

戳穿“知产流氓”的贼喊捉贼戏码，

让其付出应有的代价，营造鼓励创新、支

持创新、保护创新的良好氛围，人人有

责，也应久久为功。

“碰瓷”商标却恶人先告状？
保护知识产权人人有责

据央视《财经调查》报道，近来，一些商家在网络视频
中推销多种能量舱，宣称功能强大，有的可以排毒养颜，
有的可以消除结节，有的可以降血压、打通血液微循环。
厂家工作人员直言，能量舱并没有什么治疗疾病的效果，
只能发汗，就是个桑拿舱。

一段时间以来，养生保健领域充斥着各种伪科技，一
些消费者刚识破了量子水、神奇枕头，又被祛病床垫、能
量舱迷了心窍。“包治百病”的宣传话术大都“换汤不换
药”，商家赌的就是“吹牛不上税”“忽悠一个算一个”。根
据法律，相关行为涉嫌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到头来消
费者不仅花了冤枉钱，还可能耽误了疾病治疗。面对一
些所谓高科技产品总能精准投其所好、完美对接个体需
求的怪事，公众还是要多打几个问号——很多时候，卖点
有多诱人，陷阱就可能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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