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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利来发文禁止员工驾乘摩托车，被质疑“管得太宽”

企业行使用工自主权，合规边界在哪里？
专家认为，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发布用工指引、典型案例等，明确用工管理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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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小哥上门取件救下发病老人

本报讯（记者甘皙 通讯员王俊越）近日，一位发烧 40多

度、处昏迷状态的老人被送到了浙江常山县人民医院急诊室抢

救，因为抢救及时，老人转危为安。医生表示，再晚一点，生命

就有危险了。这位幸运老人叫徐彩英，帮助她重启“生命之门”

的，除了医生，还有一位平凡岗位上的顺丰快递员——何美周。

何美周是浙江衢州顺丰常山营业店的一名快递小哥。8
月 24日下午，何美周接到了一个发货订单，打了 6通电话给客

户都没人接，于是他找到了村里开店的老板带路来到客户住

所，只见一位老人虽然坐在客厅的凳子上，但面色发黑、嘴唇

发紫，浑身无力靠着墙面，处于半昏迷状态。何美周摸了摸老

人的额头，滚烫发热，他轻声询问老人，但老人张嘴都困难，无

法交流，何美周判断老人身体肯定出了状况，命悬一线，必须

马上救助。

此时，徐彩英的老伴也回到了家中，何美周了解得知下单

寄件的是老人的女儿张伟芳，他迅速通过电话和微信告知了张

伟芳老人的症状，张伟芳也立即联系上表姐火速将母亲送到县

人民医院急救中心，所幸抢救及时，老人脱离了生命危险。

“现在想想挺后怕的，如果没有小哥的及时呼救，后果不

堪设想，真的非常感谢这位快递小哥。”张伟芳的感激之情溢

于言表。张伟芳说她和哥哥平时在杭州、台州工作，老家只有

父母二老居住，这次寄东西，没想到小哥到家取件还救了母亲

一命，她由衷地感谢小哥爱心救助。

本报记者 李玉波 本报通讯员 蒙仁轩

左手稳稳托住头颈，右手轻轻擦拭，育婴

师于桂杰为新生儿洗澡时动作娴熟利落。“婴

幼儿洗澡看似简单，其实学问不小。”于桂杰

说。参加内蒙古赤峰市人社部门举办的育婴

师培训班，系统学习婴幼儿卫生保健、生活照

料、安全防护等知识，如今，于桂杰已成为一

名金牌月嫂，月收入超过 1万元。

今年 52 岁的于桂杰原本是一位农村妇

女，在家照看两个孩子，生活算不上富裕。“我

要学一门手艺，改变家庭的生活现状。”于桂

杰这样想着，正好人社部门组织了培训班，参

加完培训后，她持证加入家政服务行业。

在培训机构推荐下，她接到了第一个月

嫂单。作为一名 24小时住家月嫂，夜里每两

个小时起床查看一次宝宝情况，唤醒宝妈喂

奶、拍嗝、更换尿不湿、哄睡，并根据产妇情况

和个性需求，制定好每天的工作计划，让宝妈

和宝宝都得到悉心的照料……于桂杰工作认

真负责，得到了客户的认可。

“很多宝爸宝妈都是新手，有时候会比较

焦虑。我通过专业技能让宝宝得到优质护理，

让家长放心。”于桂杰说，她利用闲暇时间参加

护工、按摩师培训，不断在实操中积累经验，先

后考取护工师、按摩师等技能证书，依靠专业

的护理技能和优质服务，现在订单不断。

2023 年，于桂杰被赤峰同诚职业技能培

训学校聘为兼职讲师。她将自己的家政经

验，尤其是母婴护理经验传授给更多入行的

姐妹，培训学员近百人。

在赤峰市，像于桂杰这样小有名气的专

业讲师还有很多，她们专注技能提升，让家政

服务越走越稳。

赤峰同诚家政服务公司负责人兼讲师侯

丽艳就是其中之一。侯丽艳同样来自农村，

她发现很多进城人员都在家政公司找工作，

就想着怎么能帮助这些人更好地实现就业。

在人社部门帮助下，侯丽艳成立了家政服务

公司，主要为客户提供月嫂、育婴师和护工，

同时免费开展月嫂、护工等技能培训，解决了

许多待业人员的就业问题。

2022 年，“同诚月嫂”被认定为赤峰市劳

务品牌。截至目前，该公司已培训家政服务

人员、养老护理员、母婴护理师、催乳师、中式

面点师等上千人。

哪里有需求，课堂就开到哪里；哪里有意

愿，培训就办到哪里。走进赤峰市松山区兴

安街道“梦圆 365”社区技能夜校，面点师正

在讲授面点制作技巧，学员们时而目不转睛

盯着投影屏幕，时而埋头记笔记。

“建立技能夜校，整合培训资源，汇聚优

质师资。”赤峰市松山区兴安街道党工委书记

李梦醒说，在赤峰市人社部门的支持下，街道

结合居民培训需求和意愿，建立全市首家技

能夜校，采取“需求+就业+培训”订单式全链

条公共就业服务模式，邀请培训机构开展公

益授课。目前，技能夜校与 18家职业技能培

训机构建立合作，每晚在 14个社区轮回开设

面点、月嫂、护工、理疗、美妆、美甲、电子商

务、创业培训等几十门课程，并计划增设舞

蹈、摄影、书法、儿童手工等内容。

“我周六日做家教，但每月收入并不高。

后来晚上学习病人照护等技能，每天收入增

加 300～500 元。”家住赤峰的居民孙建生说，

通过上夜校，他不但有了一技之长，还拓宽了

就业增收渠道。

近年来，赤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深入实施“劳务品牌培树”行动，建立职业技

能培训品牌与劳务品牌双向联动的培育创建

机制，促进劳动力转移就业从松散型向有序

型、从数量型向质量型、从体力型向技能型转

变，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全市

18个劳务品牌年均带动就业 15.6万人次。

内蒙古赤峰职业技能培训与劳务品牌双向联动，年均带动就业 15.6万人次

端牢技能饭碗，务工群体就业路越走越稳

本报讯（记者毛浓曦）最近，记者从陕西

省财政厅获悉，陕西坚持零工市场公益属性，

扶持零工市场发展成效显著。2024 年，陕西

财政安排资金 700 万元，用于部分脱贫地区

改造提升零工市场。截至目前，全省共有规

范化零工市场 68个，建成零工驿站 56个。零

工市场（驿站）日均求职约 1.8万人次，成交量

9000 余人，求职人员日均报酬 150～300 元，

全年可实现零工人员增收超 3亿元。

据介绍，陕西各地按照“零工聚集在哪

里，站点就建设到哪里，服务就保障到哪里”

的思路，结合重点产业园区、重点企业和传统

马路零工聚集地，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化运

行相结合，按照统一建设目标、统一场所名

称、统一形象标识、统一服务功能“四统一”标

准，积极推动每个县（区）至少建设一家公益

性零工市场。

同时，陕西不断优化就业服务保障。一

是强化服务功能建设。通过“一场多用、一站

多用、综合利用”，优化零工市场顶层设计，设

立求职招聘、综合服务、信息发布、待工休息等

服务功能专区。推行“线上+线下”“招聘+求

职”“培训+维权”相结合的“三位一体”家门口

零工就业服务体系。二是提升服务能力。坚

持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开展特色化的灵活就业

专项服务活动，各地零工市场每月举办不少于

一场次招聘会，按需现场提供零工岗位。依托

“秦云就业”服务系统，开设零工服务专区，西

安、宝鸡、渭南、汉中、铜川等地积极开发零工

服务微信小程序、APP和零工直播带岗账号，

常态化发布各类岗位信息，拓宽线上求职招聘

与线下零工市场，驿站智能终端平台同步链

接。三是及时进行信息监测分析。各地建立

了零工市场信息季度报表制度，对求职人数、

招聘人数、上岗人数等重要信息进行登记监

测，实时完善县区零工市场动态管理名录，加

强信息化等手段拓展运用，着力推动零工求职

登记和用工需求精准匹配对接。

日均求职 1.8万人次，促成对接 9000余人

陕西零工市场助就业促增收

本报记者 杨召奎

9 月 14 日，社交平台上流传一张好利来

禁止员工在任何场合驾驶或搭乘摩托车的

通知截图。该通知强调，如果有员工仍私自

驾驶或搭乘摩托车，公司有权与其解除劳动

合同。

9月 16日，好利来客服人员表示，发布上

述通知是出于员工安全考虑，公司并没有因

此解雇任何一名员工，后续将用更平和的方

式与员工沟通。

此通知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不少网友

质疑好利来“管得太宽”“干涉员工私生活”。

对此，多位劳动法专家、律师对《工人日报》记

者表示，该通知无论从程序还是从内容来看，

都不合规，对员工也不产生约束力。那么，企

业行使用工自主权的边界在哪里？如何防范

企业滥用用工自主权？

用工管理不能“越界”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

任沈建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程序角

度来讲，用人单位不可以单方面制定解除劳

动合同的规则。如果想要出台有效的解除规

则，得依法制定规章制度。

根据现行法律，用人单位制定的规章制

度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方为合法有

效：一是内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二是制定过

程需履行民主程序，三是向劳动者进行公示

或者经劳动者签收。如果企业制定的规章制

度不满足这三个条件就不合法，以此为依据

开除员工自然也就不合法。

“从内容层面来看，用人自主权虽是法律

赋予用人单位的基本权利，但必须在法律允

许范畴之内，避免权利越界以及滥用。劳动

者下班以后，其交通出行方式和个人生活，属

于私人自主的范畴。”沈建峰表示，用人单位

的手不能伸得太长，超越用工管理的界限，干

涉私人生活。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炜衡

劳动法专业委员会主任姚均昌告诉记者，虽然

好利来发布此通知是为了员工的安全着想，但

是公司对于工作之外的事情，不宜管得过宽。

“针对驾乘摩托车可能存在的交通安全

风险，公司可以从安全的角度对员工进行善

意提醒。但对于员工非工作时间的行为，只

能作倡导性规定，不能强制。此外，解除劳动

合同作为对员工最严厉的惩戒措施，企业更

是应该审慎使用。”姚均昌表示。

类似案件法院已有判例

“员工上下班途中骑摩托车发生交通事

故会给企业带来一些风险，但不能据此就干

预员工上下班的方式，甚至禁止员工在任何

场合依法驾乘摩托车。这个通知反映出当前

个别企业用工管理方式过于简单粗暴，不顾

及员工的感受和利益。”沈建峰说。

事实上，关于企业禁止员工乘坐某类交

通工具，否则将被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在司

法实践中已有相关判例。

记者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4
年第 7 期曾登载这样一个案例：江苏苏州一

家科技公司（以下简称科技公司）召开职工代

表大会，通过了“不允许乘坐‘黑车’，违者以

开除论处”的决议。一天，科技公司员工张某

乘坐一辆“黑车”前往公司宿舍区。后科技公

司向张某发出离职通知单，以张某乘坐非法

运营车辆为由与张某解除劳动合同。

最终，法院审理认为，张某乘坐“黑车”行

为发生之日正值其休息之日，劳动者有权利

支配自己的行为，科技公司不能以生产经营

期间的规章制度来约束员工休息期间的行

为。单位职工乘坐何种交通工具上班是职工

的私人事务，用人单位无权作出强制规定，如

果劳动者确有违法之处，也应由行政机关等

进行处罚。因此，科技公司因张某乘坐非法

营运车辆而解除劳动合同系违法解除，损害

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当按劳动合同法之

规定，向张某支付赔偿金。

“这个司法案例再次说明，用人单位行使

用工自主权应坚持公平合理和禁止权利滥用

原则。当员工的个人事务不在工作时间、工作

场所、不涉及利用公司资源和触及公司利益

时，用人单位无权进行管理。”上海市汇业律师

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劳动法专业委员会执行主

任洪桂彬说，与之相对的，企业管理边界以外

的个人行为，需要员工自行承担风险和损失。

如何防止企业滥用用工自主权？

要求员工下班后必须回复工作微信，规

定患脂肪肝不能录用，让员工长期去外地出

差或派到异地办公、变相变更劳动合同约定

的劳动地点……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近年来，

一些企业滥用用工自主权的行为时有发生，

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现象屡见不鲜。

“为了保障有组织生产的进行，法律赋予

了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但这一权利应依法

行使且不可滥用。用人单位行使用工自主权

必须合法，同时还应受到合理性控制，否则可

能会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利于和谐劳

动关系的构建。”沈建峰说。

“用人单位滥用用工自主权现象频发，与

我国劳动法律体系中对用工自主权的相关规

范不完善以及理论研究薄弱有关。现行法律

法规没有关于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行使和限

制的一般规则。同时，没有关于用工自主权

合理性控制的规则，也没有规定滥用用工自

主权的法律责任，这使得用人单位违法违规

成本较低。”沈建峰说。

沈建峰认为，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应在

法律法规、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用人单位规

章制度等框架中行使，并且应受到合理性控

制。他建议，在立法层面，在制定《基本劳动

标准法》的过程中应引入用工自主权行使的

规则及其违法和权利滥用的法律责任，以此

促使用人单位合理合法行使用工自主权，促

进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

天玉认为，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发布用工指引

的方式引导用人单位合理合法行使用工自

主权。“可以通过相关司法判例、劳动仲裁案

件，归纳出一些频发的、典型的企业滥用用

工自主权的行为，然后出台相关指引，明确

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的边界，告诉用人单位

哪些事情不能做，并逐渐把指引上升到法规

的高度。”

近日，好利来发布通知禁止员工驾乘摩托车引发热议。专家认为，该通知无论从程序还

是从内容都不合规。还有专家表示，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应在法律法规、劳动合同、集体合

同、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等框架中行使，建议有关部门发布相关指引，加快完善相关法规。

唐姝

工棚铁皮被撕开、钢板护栏被掀翻、路边灯杆被吹

倒……近日，台风“贝碧嘉”从上海登陆，并沿着江浙地区

一路向北。相关地方严阵以待，积极做好各项防御工作。

除了提醒市民尽量减少外出，此次上海市防汛指挥

部发布的安全提示，还有一条“特别”的呼吁：提前备好食

品饮料，风急雨大不点外卖。

现代生活，外卖扮演重要角色，动动手指，就能解决

一日三餐以及各种生活所需。而一单外卖送达的背后，

是无数外卖员在城市中奔波。可以想象，在台风天里送

外卖，骑行异常困难，甚至可能面临危险。一名外卖骑手

在社交平台上描述了台风中送外卖的场景：“狂风肆虐，

根本就开不了车，摔了两三跤，眼镜都吹掉了，只好躲起

来……”

很快，在社交媒体上，“台风天不点外卖”的呼吁引起

了广泛的共鸣和支持：“为了外卖小哥的安全，忍一忍，台

风很快过去了。”与此同时，外卖平台、生鲜电商企业也响

应起来——为骑手配备雨衣、防水套等装备；根据实际情

况调整配送范围，以保证骑手安全；对超时订单等酌情免

责，为骑手采取延长配送时长、缩短配送距离等措施。

9月 15日 22时，上海多个外卖、生鲜电商平台暂停配

送。这是上海首次因天气原因暂停外卖服务。从政府到

平台，再到普通市民，默契地达成了共识：穿梭于街头巷

尾的骑手们像骑士一样，构成了社会生活高效运行的“生

命线”，而他们的生命和安全也同样需要得到保障。恶劣

的天气中，我们看到了一座城市应有的肌理与温度。

“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外卖诗

人王计兵这样形容外卖群体。如何更好地关爱这些“赶

时间的人”，需要更多共识。订单延迟、超时，骑手们可能

正在遭遇送餐高峰、道路拥堵、恶劣天气，消费者应多一

些耐心和体谅，而不是随手一个差评；调整算法、优化路

线，平台要把对骑手们的关爱和权益保障真正落到实处，

不能逃避用工责任。

近年来，外卖员群体受到了全社会越来越多的关

注。最近，有两部聚焦外卖员的电影不仅赚足了观众

的眼泪，也唤起全社会对这个群体的更多关注。正如

王计兵所说：“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这个群体，

想为这个群体做点什么，这是最重要的。相信未来会

越来越好。”

让“赶时间的人”停一停

“数智”赋能

传统手工艺升级

近日，在贵州省从江县一家民族刺绣
企业生产车间，工人在用数控机床生产刺
绣产品。

近年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从江县通过减税降费、助企纾困等政策，
加大对民族刺绣产业的扶持力度，引进智
能绣花设备，实现产品迭代升级，节省了人
力成本，提升了生产效率，推动刺绣产业由
传统加工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本报通讯员 吴德军 摄

洪灾过后企业加速复工复产
近日，在湖南省资兴市州门司镇一家就业帮扶车间，工人

在生产车间赶制服饰产品。眼下，湖南省资兴市多措并举扎
实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当地相关部门和乡镇发挥包联帮
扶作用，帮扶指导因前期洪灾停产的企业加快修复基础设施，
尽快复工复产，全力帮助企业稳客户、稳订单、拓市场，助力人
民群众就业增收。 本报通讯员 李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