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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专家：全球供应链或将混乱失序
中国企业要有耐心，化危为机

日前，在 2019 中国供应链高峰论坛上，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研究员张燕生称，贸易保

护主义、逆全球化可能使全球供应链混乱。

他表示，中国企业要保持足够的历史耐心、战

略定力，不要浪费百年变局所带来的机会。

@梨视频

□ 汪昌莲

时事乱炖

“三无”短期工，凸显权益保障短板

热点冷评

微声音

□ 史洪举

取消订单赔500元
倒逼外卖业规范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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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吃点白天没吃的

晚餐可以用来补充一天饮食不足，“查

漏补缺”。比如外卖里绿叶菜比较少，晚餐

就可以增加绿叶菜比例；白天没吃肉，晚上

可以吃一些瘦肉或禽肉，以及鱼虾等脂肪含

量低的肉；白天没吃粗粮，晚上可用薯类或

者粗粮粥替代主食；白天没吃豆制品，晚上

可以吃些豆腐、豆腐干等。 @生命时报

去 年 底 ，周 先

生在饿了么订购真

功夫餐点，11:08 短

信 提 示 外 卖 已 送

出，11:38 短信告知

订单因配送问题被

取消。今年1月，周

先生起诉饿了么欺

诈消费者，要求赔付 500 元。饿了么

辩称系真功夫公司作出取消行为，应

由其承担相应责任。5 月 13 日，北京

互联网法院作出判决，饿了么作为网

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存在提供信息不真

实的情况，作为配送服务提供者存在

隐瞒可能影响交易的重要信息的行

为，构成欺诈，支持原告诉求。（5月21

日《中国消费者报》）

普通网购中，延迟配送并不会严

重侵害消费者权益，也不影响商品质

量。而餐饮外卖领域则不同，延迟配

送无疑将影响餐品的口感和质量，进

而影响人们的消费体验。无故取消订

单则构成根本违约，导致消费者“无饭

可吃”，给其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害。如

果是多人团购或者选购工作餐，超时

配送和取消订单更会产生“多米诺骨

牌”效应，让消费者蒙受重大损失。

从这方面来讲，及时配送、不得无

故取消订单作为外卖行业的核心服务

内容和服务准则，必须被不折不扣地

执行。要知道，消费者选择外卖，就是

想及时享受到美味可口的餐饮服务，

如果不能满足这一条件，外卖行业也

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由此，能否及时

配送，应成为影响交易的重要信息，为

消费者所及时知悉。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

享有真情知悉权和自由选择权。经营

者隐瞒真相或者虚构事实的，构成欺

诈，将承担退一赔三且不低于 500 元

的赔偿。而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

量、履行期限和方式、风险警示等，自

然属于关键信息，经营者理当真实、全

面地告知消费者，不得作虚假或引人

误解的宣传。

长远来看，这样的判罚规则应成

为该行业的惯常做法。也只有这样，

才能形成倒逼作用，让外卖行业更加

注重消费者权益，重视消费者诉求，不

无故超时配送，不随意取消订单。进

而改变消费者与商家博弈中的弱势地

位，不被无故欺诈、宰割却无处伸张。

对“拉五保户住院”
要依法“诊治”

□ 许朝军

短期用工人员因其用工时间灵

活、成本低等优势备受招工单位青

睐。这类劳动者大多为外来务工人

员。然而，记者近日调查发现，由于

这部分劳动者法律意识较弱，一些用

人单位常打着“短期灵活用工”等幌

子，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不为

他们缴纳社保，进而侵害其劳动权

益。（5月21日《工人日报》）

现实情况是，目前短期工与用

人单位之间，基本上是劳务关系。

由于短期工大都是“三无”人员，导

致“以罚代管”现象比较普遍。一方

面，就业中介机构从短期工身上，获

取了不菲的抽成；另一方面，用人单

位为追求服务质量，会通过催单、扣

款等方式对劳动者进行管理。这种

管理方式，相当于把企业的经营风

险，转嫁到劳动者身上。更有甚者，

在服务过程中，发生安全责任事故

时，本应由用人单位承担的赔偿责

任，也往往落到劳动者身上，而企业

则得以置身事外。

可见，“三无”短期工，凸显权

益保障短板。这显然值得有关部门

反思。针对在多元化就业结构中，成

长起来的短期工劳动群体，政府应实

行“包容审慎”的监管，在鼓励创新的

同时，还应出台相应的政策与保障制

度，引导企业规范用工，促进行业健

康发展。比如，可以因群体施策，实

行分类认定管理。对于依靠脑力劳

动和特殊技能获得较高收入、更愿意

以自由职业身份存在的人群和行业，

可以参照民事合作关系予以认定；而

对于主要依靠体力劳动获取报酬、职

业风险较高、平等协商能力较弱的，

政府应加强正面引导，杜绝企业借民

事合作之名，行规避劳动关系法律适

用之实。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已开始

探索，在短期工集中的行业引入工会

制度，保障劳动者权益。比如，上海

正在探索，开展区域性、行业性工会

“两次覆盖”，针对快递物流员、网约

送餐员、家政服务员等六大新型就业

群体，以推行联合工会等方式，最大

限度地把广大职工组织到工会中来。

“医院的人下来就搬（拉）五保户、低保户，

不搬普通人，这个事情在我们这都知道，他们的

车每天下来转悠。”说起县中医院的“搬人住院”

情况，河北尚义县秦家沟村的刘杰（化名）等几

名五保户表示，就算吃住、治疗都免费，也不想

去被医院折腾，因为“五保户去了有病没病都得

输好几天液”。（5月21日《新京报》）

一个民办中医院，主动下乡入村“搬”五保

户和低保户住院，而且车费、生活费全免，服务

态度一流，乍一看好像是充满爱心善意的好事，

但往深处了解，事实远非这么简单。一方面，

“搬住院”的主要对象仅仅限于五保户、低保户

等，按照政策规定，这部分对象在医院治疗后可

无需垫支医疗费，由医疗机构通过医保直接结

算，医院对五保户、低保户享受医保政策的觊觎

心思昭然若揭。另一方面，五保户、低保户“被

住院”后，直接就是检查、输液，一输液就是几

天，还伴随中药泡脚等服务，这些看似温情的医

疗服务背后，却大量存在过度检查、过度医疗、

过度开药等行为，说白了，其实并不是真正为五

保户、低保户健康着想，而是想方设法产生医疗

费用。

医保政策是惠民政策，医保基金更是老百

姓的“保命钱”。任何人别有用心的染指和试图

以骗保方式中饱私囊的做法，都是可耻的，更是

违法之举，理应依法从严查处。

因而，当务之急是医保社保部门、审计机

构、公安机关、卫计部门和纪检监察等部门应该

对“拉五保户住院”进行专门调查，依法查处其

背后可能存在的违法违规之举，从严“诊治”，从

根本上遏制住伸向社保医保基金的黑手，确保

老百姓“保命钱”的安全。同时，“拉五保户住

院”的行为，也从一定程度上暴露出目前医保社

保管理中存在的监管不严、责任不够、监督不完

善的漏洞，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相关部门也应

该从查处“拉五保户住院”案例中吸取教训，对

医保社保的监督管理进行全面“诊治”，从制度

完善、监督给力、责任夯实方面给力，确保类似

畸形之举不再发生。

被住院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