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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让工伤“先行支付”形同虚设

热点冷评

■ 杨玉龙

根据《社会保险法》，职工所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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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人单位不支付的，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

行支付。不过现实中，遭遇工伤的职工

申请先行支付时并不顺畅，困难重重。

（11月9日《工人日报》）

工伤劳动者享受工伤“先行支付”

难在哪儿？此前就有媒体报道，没有相

配套的实施细则，没有可操作的标准和

流程等，这使得工伤保险待遇先行支付

一度被搁浅。

工伤“先行支付”不应该“形同虚

设”，更不能慢腾腾。一则，需要配套政

策的更加完善。比如现实中，有的地方

以缺少实施细则为由拒绝劳动者的申

请。对此，如何弥补法规政策短板亟待

引起重视。唯有劳动者、用工单位、相

关社保机构等有规可循，才能避免工伤

“先行支付”落实不力。所以，完善相关

实施细则亟待引起重视。

二则，积极尝试建立工伤保险预支

付制度。不必讳言，职业病诊断有一个

过程，有的职工鉴定工伤后，原来的工作

单位已经解散，这时就特别需要工伤保

险基金先行支付的救济。于此，专家建

议建立工伤保险预支付制度，就值得重

视并积极尝试。唯有让工伤保险基金先

行支付的“绿色通道”畅通起来，劳动者

的权益才会更有保障。

三则，也需要利用好法律的力量。

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应承担起监督用

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惩治制度运行

过程中各种违法行为的责任；另一方面，

诚如此前媒体建议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

解释，明确从法院执行到实施先行支付

制度之间的程序、办法，切实解决工伤职

工保障兑现的“梗阻”问题，这同样有助

于提升工伤“先行支付”效率。

此外，涉事职工也应该增强法律意

识。某种意义上讲，先行支付制度是工

伤劳动者保护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工

伤劳动者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正因为

如此，先行支付制度赋予了工伤劳动者

法定权利。于此，工伤劳动者应该认清

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唯有更多的工伤劳

动者知晓这一制度，申请执行这一制

度，才能让维权之路更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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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模式”如何做到真防真管

非常道

毕马威：中国今年望成世界第一
消费大国供应链地位更加牢固

11月7日，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毕马威（KPMG）的中国管理咨询服务主管

合伙人刘建刚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上对记者表示，他预计今年中国有望超越

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消费大国，未来中国全球

供应链的中心位置会更加牢固。

@中国经营报

微声音

购物为什么让人快乐

研究表明，购物会激活大脑的“奖赏效

应”，促进多巴胺分泌，让人感觉到快乐满

足。美国旧金山金门大学的营销学和心理

学研究人员也发现，在购物前，人们会自然

而然地想象他们在使用这些新物品时的情

景，同时设想着未来的新生活，让人不禁高

兴起来。

@生命时报

用脚洗菜，食堂后厨屡屡沦陷是谁的失守
■ 马涤明

时事乱炖

近日，有网友爆出武汉东湖学院食堂

员工用脚洗菜。学校立即约谈相关负责

人，终止了食堂“品味轩”窗口的服务活动，

辞退了相关工作人员，对相关管理人员作

出停职处理。学校迅速组织了对食堂各个

窗口服务环节操作规程的全面检查，表示

将进一步加强食堂内部卫生监管，严防此

类事情再发生。（11月9日《南方都市报》）

不知道，屡曝“后厨沦陷”之后，有关方

面有没有考虑完善相关制度，比如引入“黑

名单”管理：对于“吐口水”“脚洗菜”等等突

破职业底线的从业人员，给以“禁入”处罚，

才能让“开除”产生力度感。

但即使派上力度，事后惩治并不是杜

绝后厨人员野蛮操作的好办法。东湖学院

表示，将进一步加强食堂内部卫生监管，严

防此类事情再发生。这种姿态值得肯定，

但不能不追问的是，之前为何让后厨管理

成为死角？

信息技术时代，各种监控的无处不在，

已让人感到窒息，可偏偏是关系到食品卫

生安全的后厨成了盲区，这是不重视，还是

没把从业者想得那么坏？可是，一直以来

就不缺少“后厨使坏”的段子，以至于“不敢

换菜”都成了一种“食客道德自律”。

2018年，网上就曾曝出过相似的“脚操

作”事件：爆料称华北某高校食堂后厨里工

作人员用脚洗餐具。尽管涉事学校否认真

实性，公众最终未见真相，但事发地是哪里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用脚洗餐具的视

频是不是真的。而公众最不淡定的问题则

是，我们看不见的后厨，还有多少“吐口

水”“脚洗菜”“脚洗餐具”曝不出来？

笔者以为，后厨的失守，有从业人员的

道德失守、有管理上的技术失守，也有监管

责任意识的缺乏。我们常说，给监督创造条

件。监督后厨也适用这一逻辑：如果后厨的

操作都是透明的，食客们想看就能很方便地

看个一目了然，个别从业者野蛮操作、故意

使坏都难逃监督的眼睛，大家才能放心用

餐。说到底，加强监管不能成为一种姿态、

口号，而应设置出一套可操作的监督机制。

近来，沈女士有些

担忧：读小学二年级的

儿子，抱着手机对短视

频刷个不停，还沉迷于

某款热门移动端网游，

家长拿他没办法。针对

这一问题，已有不少平

台在有关部门指导下上

线了“青少年模式”，在相关功能以及内容

方面进行限定。那么，“青少年模式”如何

做到真防真管？（11月9日新华网）

未成年人登录相关应用时，如果不选择

“青少年模式”，这些针对“青少年”的功能，

就没有任何约束力。而现在，虽也有“实名

认证”环节，但有些未成年人会想办法破解，

或采取逃避措施。而且很多未成年人玩手

机游戏，都是使用家人账号注册登录，轻松

绕过“实名认证”环节。“实名认证”并非“实

人认证”，无法解决人机相对应的问题，也在

很大程度上成了虚晃一枪的“监管”。

尤其是受利益驱使，一些网络游戏企

业和直播平台针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流

于形式，甚至为未成年人大开方便之门，更

有游戏平台诱使未成年人冲动消费和巨额

打赏。为此，亟须在游戏注册、登录、费用

支付环节，引入目前已经成熟的生物识别

技术，如刷脸，并建立相应制度督促游戏平

台加强事后管理。调查表明，引入比较成

熟的刷脸技术，把住登录和消费支付两个

环节，是目前解决未成年人网游沉迷和网

游不当消费的可行办法。

针对部分直播平台“青少年模式”形同

虚设，而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愈趋严重，不少

地方在探索采用“刷脸模式”以及更先进的

防沉迷手段，为未成年人筑起一道管用的

“防火墙”。比如，今年 4 月江苏省消费者

权益保护委员会发布报告提出，加快推进

“注册实名认证+支付前人脸识别”双认证

系统。也有专家认为，还可以通过大数据

等方式来判断用户是否为未成年人。

显然，“青少年模式”要做到真防真管，

还需要高科技的“保驾护航”。期待互联网行

业，以保护未成年人的强烈责任意识和紧迫

感，进一步推行“真防真管”的保障措施，有关

方面更应该强化监督，确保尽快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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