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越

同是线上应聘、线上提供劳动且未签订

书面劳动合同，两名劳动者申请劳动仲裁要

求确认劳动关系，却得到了截然不同的结

果。据 11月 14日《工人日报》报道，获认劳动

关系的劳动者因提交了一份微信聊天记录佐

证了劳动关系成立，最终证明了自己的“员

工”身份。而未被认定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往

往因线上约定工作内容时不符合劳动合同特

征，最终无法获得法律支持。

确认劳动关系，往往是劳动者面对劳动

纠纷时的第一步工作，格外重要。从现实案

例看，仲裁裁决之所以能够确认劳动关系，是

因为劳动者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了劳动

合同的基本必备条款。比如，约定了劳动报

酬标准、工作排班考勤、工作福利待遇，以及

规章制度等。这些都具备事实劳动关系认定

的经济从属性和人身从属性，这正是劳动关

系区别于其他用工关系的最显著特征，也是

司法实践中认定劳动关系的关键判定因素。

近年来，微信等社交媒体工具已深度融

入企业用工管理中，加之微信上的信息能以

电子数据形式存在，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

证据范畴，在劳动争议纠纷中，微信作为证据

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然而，要使微信证据

真正发挥效用，就必须结合劳动争议纠纷的

特点，让证据满足构成劳动关系的条件。

现实中，部分劳动者法律意识不够，通过

司法程序维权却往往吃了“证据不足”的亏。

有的忽视了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重要性，以

为双方口头约定了就“作数”；有的提交的证

据难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比如，仅提供

一张工作群截图，却看不出对报酬、工作时

间、制度等方面的约定，很难认定劳动关系，

进而其诉求都很难得到支持。

当然，劳动者面临取证难的现实问题不

容忽视。在劳动争议纠纷中，一些用人单位

存在隐藏、骗走甚至销毁证据以逃避责任的

情形。产生争议后，劳动者若无法取得劳动

合同、工资明细表、排班表这类认定劳动关系

的关键证据，在诉讼中就会处于不利地位。

这也更加提醒劳动者，在求职和工作中要强

化维权意识，留心收集和保存相关证据。

确认劳动关系，是劳动用工领域纠纷的

常见争议焦点。当下，随着互联网平台经济

迅速发展，各种新型用工方式纷纷出现，尤其

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新业态用工形式，涉及

分包、派遣、雇佣、合作等，争议点往往集中在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可以

说，涉及职业伤害、工资发放等问题，要想通

过仲裁或者诉讼等司法手段解决，劳动关系

的确认是维权路上的第一道关卡，尤为重要。

都是“找东家”，为何结果会有不同？哪

些证据能成为制胜“法宝”、哪些无法被采

纳？原因何在？近年来，一些法院和人社部

门发布了不少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其中

相当比例的案例涉及劳动关系认定。希望这

一个个案例，在提示用人单位依法规范用工

的同时，也为劳动者理性合法维权提供指南，

为其在增强举证能力、更好地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方面带来启示和指引。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工视点：李子柒，为何归来仍是顶流？》

工视点：李子柒，为何归来仍是顶流？

李子柒，这位中国网络世界里的顶流红人，在停更自

制短视频 3 年后，重新回归网络。李子柒更新视频再次

燃爆网友热情，“李子柒这几条视频，一下就把国风赛道

卷 到 新 高 度 了 ”“ 她 展 现 的 是 中 国 五 千 年 文 化 的 沉

淀”……时隔 3年，李子柒为何归来仍是顶流？跟工视点

一起来看。 （本报记者 贺少成 李逸萌 白至洁）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聚焦 2024乌镇峰会】乌镇时间开启，“互
联网之光”博览会开幕式今日举办！》

2024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于 11月 19日至 22
日在浙江乌镇举行。本次峰会的一大看点是“互联网之

光”博览会。博览会全面展示全球互联网的最新发展成果

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新技术、产品。跟随镜头，一起了解！

（本报记者 邹倜然 王宇 董芳辰）

“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乌镇启幕

给食物“美妆”，让它“秀色可餐”

色泽艳丽、饱满诱人的美食照片，能很快勾起人们的

食欲。其实，这些“舌尖上的创意”都是食品造型师精心

设计出来的。从事食品造型工作的陶湧介绍，一名优秀

的食品造型师既要知食材、懂烹饪，还要会摄影、有创意，

尤其要对色彩、构图和场景有独特的审美眼光，才能最大

程度地挖掘和呈现食物的美感。

（本报记者 王群 白至洁）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给食物“美妆”，让它“秀色可餐”｜三工视
频·新360行之食品造型师》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劳动者权益小课堂｜收到录用通知后又被
告知无法入职怎么办？》

6 月 25 日，李某应聘济南某建筑公司并参加了面

试。次日，该建筑公司通知李某面试通过并发送了录用

邀约。李某遂与前一家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此后，该

建筑公司却告知李某“已有合适的设计师入职，你不用来

了”。李某认为，该建筑公司系单方面反悔违约。

求职者如果遇到类似事情，该如何主张合法权益？

听听律师怎么说。

（本报记者 卢越 白至洁）

收到录用通知后，被告知无法入职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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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职称评审骗局干扰人才队伍建设
本报评论员 郭振纲

从劳动争议典型案例中汲取维权的经验教训

“8000 元免试评定”“专属通道，不过保

退”——据 11 月 15 日《新华每日电讯》报道，

多地密集开展职称评审工作之际，一些中介

机构声称可以提供“一站式”“一对一”职称代

评代办。有人付了 1万多元购买中级经济师

专业职称评审服务，不仅没拿到证，中介机构

还不肯退费。人社部门声明，从未与任何第

三方代理机构或个人合作，或委托其开展任

何形式的代办、咨询职称评审等活动，零材料

申报、代评包过是骗局，要小心。

职称评审有着规范程序和标准，这是众

所周知的事情。如今，一些中介机构公开声

称有“内部渠道”、承诺可以“全程代办”“不过

保退”，显然是不合规的，也很难办成。但这

样的广告，对一些有需求的人而言还是形成

了较大的诱惑，有人因此落入圈套、付出高额

费用，并不稀奇。

一段时间以来，在职称评审和相关的资

格评价、等级认定方面，一些不法中介机构虚

构事实、虚假承诺进行非法经营的现象时有

发生。有的声称只要付费参与其举办的“培

训”，就能获得特种作业资格证，进而顺利持

证上岗；有的承诺提供代写论文、代为申报、

交费保过等“一条龙”服务，让职称评审更轻

松；有的表示可以优先安排发表论文，在职称

评审中提供“绿色通道”等，提高职称评审的

通过率……凡此种种，不仅容易让一些不明

真相的人上当受骗，而且可能扰乱正常的职

称评审秩序，甚至可能给一些符合条件的参

评者带来担忧。

近年来，在相关部门的提醒和整治下，上

述乱象得到了明显遏制，但也出现了一些新

的情况和苗头。比如，声称交钱就能买证的

行为销声匿迹了，但承诺通过参加所谓培训

课程就可以获得证书的现象多了；明目张胆

违法的中介机构少了，但以合法身份掩盖违

法行为的中介机构多了；一些违法中介机构

虽然受到了惩治，但往往换个“马甲”便可以

重操旧业，藏匿于网络空间也让监管变得更

困难。这当中，还有少数有评价、认定资质的

第三方机构，为了图省事，与一些中介机构合

作，授权由其代办相关事宜，进而给了其非法

牟利的机会。

同样应该正视的是，现实中，一些人确实

在职称评审和相关的资格评价、等级认定方

面有需求，想要走捷径，一些地方针对这些领

域的改革步伐还有待加快，多渠道评价人才

的机制有待建立和完善。

职称评审和相关的资格评价、等级认定

是建立高水平人才队伍的重要一环。近年

来，有关部门不断完善相关制度，优化评审认

定机制和流程，努力让职称评审和相关的资

格评价、等级认定更加公开透明、更加公平有

序。比如，人社部发布《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

法》《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

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优化参评条件，畅通参评渠

道，规范评审流程，加大监管力度。如此现实

语境下，诸如“代零材料申报”“代评包过”等

骗局依然有生存空间，提示有关方面，整治工

作不能有丝毫松懈。

遏制乱象要多措并举——要不断构建和

完善职称评审和相关的资格评价、等级认定

规范和秩序，扎紧制度的笼子；要动态开展针

对相关违法行为的全流程、各环节监管，整治

不法网站和虚假信息，不给相关中介机构和

人员浑水摸鱼的机会；要加大宣传力度，及时

披露各种新型骗局，提醒参评人走正规渠道，

防止上当受骗，等等。

某种角度上，职称评审骗局和相关乱

象相当于人才队伍建设领域的“毒瘤”。将

其彻底铲除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有关方

面要积极作为、疏堵结合，要不断研究新情

况、推出新举措，要努力营造各类人才都有

出彩机会、都有成功可能的制度体系和社

会氛围。

某种角度上，职称评审骗局和
相关乱象相当于人才队伍建设领域
的“毒瘤”。将其彻底铲除需要一个
长期的过程，有关方面要积极作为、
疏堵结合，要不断研究新情况、推出
新举措，要努力营造各类人才都有
出彩机会、都有成功可能的制度体
系和社会氛围。

卷土重来？

图 说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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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11月 19日央广网报道，为积极适应老

龄化社会发展，缓解“一人住院，全家奔波”的

后顾之忧，国家医保局近日出台护理类立项

指南（试行）和优化调整护理价格政策通知，

统一指导各省规范护理价格项目。同时新设

“免陪照护服务”价格项目，满足群众多样化

的护理服务需求。

“一人住院，全家奔波”是很多家庭面临的

无奈现实。患者一般由亲属直接照护，他们难

免分身乏术，焦头烂额。也有不少患者和家

属选择请护工照料，但其专业性参差不齐、价

格相对较贵。与此同时，伴随老龄化进程加

快，失能失智老人数量不断增加，居家养老给

家庭成员带来较大经济压力和精神负担。

在此背景下，如何缓解“一人住院，全家

奔波”的难以承受之重，让免陪照护成为一种

普遍性服务，必要而紧迫。

近年来，湖南、福建、浙江等地多家医院

试行了“无陪护病房”机制，由医疗机构自行

聘用照护人员，或通过第三方劳务公司购买

照护服务。此举不仅能够为家属们“松绑减

负”，也有助于让患者更有尊严。

此番国家医保局出台的政策中新增的“免

陪照护服务”与上述“无陪护病房”在本质上是

相似的，可以理解为部分地区试点后，国家层

面做出的部署。根据规定，“免陪照护服务”

是由医疗机构的专业医疗护理员，为住院患

者提供 24小时不间断的生活照护服务，不再

依赖患者家属亲自陪护。这里明确了专业的

医疗护理员来自医疗机构，而非其他途径，且

明确了价格、规范等细则，这无疑让机制更透

明、让管理更高效，也让患者及家属更放心。

“免陪照护服务”为多样化的护理服务需

求提供了新的可能，同时，这也有助于降低因

家属陪护带来的医院管理难度和安全风险。

从长远看，该政策还有利于吸引并稳定更多

人才从事护理工作，引导医疗机构持续提高

护理服务能力和水平，促进护理服务的专业

化、规范化发展，进而为应对老龄社会中诸如

养老、陪护等问题带来利好。

让病患和失能失智老人的生活更有质

量、更有尊严，让其亲属减轻经济和精神负

担，是公共服务的努力方向。近年来，大到公

共设施的适老化改造、长护险推广落实，小到

社区的“拉窗帘默契”“上门助浴”等行动，各

界在提升病患生活品质、关照老年人起居服

务及安全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接下来，还

需要职能部门、市场和社会等多方力量的有

机衔接和良性互动，从需求端的视角出发想

问题、出实招，积极化解“免陪照护服务”在推

广中可能面临的诸多痛点、堵点，完善人才供

给体系，让好政策发挥出好效果。

总之，期待更多人和力量参与进来，添一

把火、加一把柴，让更人性化的服务触手可及。

“免陪照护服务”，让人性化举措触手可及

冯海宁

“成立业委会为什么这么难？”近日，

天津市蓟州区某小区多名业主反映成立

业委会难的问题。这种现象并非个例。

业委会代表全体业主行使小区物业管理

方面的权利，是小区治理的重要力量。

然而实践中，业委会的成立和有效运作

面临诸多挑战。根据相关数据，全国成

立业委会的小区占比约 30%。（见 11 月

19日《法治日报》）

业委会在维护业主权益和提升小区

管理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没有

业委会，意味着业主在遇到房屋维修、电

梯、停车等方面问题时，没有自己的组织

与相关方面谈判或协商，“好赖都得受

着”。然而，业主想成立业委会却面临重

重阻力，亟待引起重视。

业委会“难产”，从利益角度看，其一，

业主因认知、年龄等差异导致人心不齐，

要么观望，要么受某些方面误导而拒绝参

与，进而投票“分母”不足。其二，由于业

委会成立后对公维金、公共收益等直接监

管，触碰了物业的“奶酪”，后者往往干扰

业委会成立。从机制角度看，投票数量有

多重条件约束，往往很难同时满足。按规

定，不论纸质投票还是电子投票，均需要

户数和专有面积数各占三分之二以上的

业主参与投票，其中户数和专有面积数均

超过二分之一的业主投赞成票，才能满足

条件。而现实中，有些产权掌握在开发

商、物业手中的地下室、底商等大户型房

屋拒绝投票。同时，各方对“参与投票”的

界定也存在分歧，纸质投票模式普遍认为

只要选票送达就算参与，而APP投票模式

则必须完成下载、注册、认证等步骤才算

参与，抬高了“分母”的标准。

打通成立业委会的堵点，应强化相关

公共服务来“助产”。比如普及成立业委

会的好处，调动业主参与积极性。又如，

对于部分物业干扰业委会成立，有关方面

应该进行约谈，对其非法行为，应依法处

置。此外，对业委会成立后缺乏经验、沦

为空壳等问题，有关方面应提供必要的政

策支持、培训。同时，各小区业委会之间

也可以增进交流，互相借鉴经验教训。

业委会作为具有多重利好的基层民

主自治组织，不该在夹缝中生存。希望

更多地方能够加强互鉴，探索适合本地

的政策机制，给基层治理多营造一些良

性运转的环境。

业委会频频“难产”，
有待公共服务“助产”

“远看是金典牛奶，近看却是全典牛奶”“包装很类
似，也是橙汁，名字却叫橙果粒”。近日《人民日报》聚焦

“山寨”食品在网购、外卖以及一些线下零食店再次冒头
的现象，一些“山寨”食品混入赠品行列，误导消费者……

“山寨”食品外观与正品类似，价格却便宜很多，可能
会存在侵权、无品质保障等一系列问题。曾几何时，一些
名称与正品只差一个字的“山寨”食品令人哭笑不得，眼
下，如今类似的“模仿秀”又有了新渠道、新花样。明明干
着狐假虎威的勾当，为何却能从生产到销售都一路“绿
灯”？低价诱惑固然是重要原因，除此之外，也与供销环
节隐蔽、惩戒痛感较小、消费者维权动力不足等因素有
关。“山寨”食品卷土重来、狡兔三窟，呼唤监督惩戒手段
及时调整和升级，投诉举报的相关激励机制也需要更加
给力。只有人人喊打、拳拳到肉，才能让“李鬼”们早日无
所遁形、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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