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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时代观点>>

防“剁手”推迟发工资涉嫌拖欠工资
文 / 张立美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

报道，“双十一”快到了，重

庆一家餐饮公司为了防止员

工成为疯狂网购的“剁手族”，

决定推迟一个月发放工资。

（11 月 5 日《央广网》）
又到“双十一”购物狂

欢节。近年来，不少网民当

起了“剁手族”，每逢“双

十一”都会购买大量自己用

不着的物品，甚至沦为垃圾，

浪费血汗钱，很是后悔。某

公司为了防止员工当“剁手

族”，避免员工在“双十一”

期间购买大量没有必要的物

品，节省钱财，采取推迟工

资发放办法。从初衷上说，

公司此举是善意的，是为员

工着想。但从法律角度说，

公司推迟工资发放的做法，

实质上涉嫌拖欠工资，这种

行为并不合法。

我国《劳动法》第五十

条明确规定：“工资应当以

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

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

欠劳动者的工资。”按照这

条规定，公司推迟一个月工

资的发放，实质上等于没有

做到按月发放工资，这存在

拖欠工资的嫌疑。公司在一

些特殊情况下可以推迟工资

的发放，法律法规都有明确

规定。根据《工资支付暂行

规定》和《对〈工资支付暂

行规定〉有关问题的补充规

定》的规定，“用人单位确

因生产经营困难、资金周转

受到影响，在征得本单位工

会同意后，可暂时延期支付

劳动者工资，延期时间的最

长限制可由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劳动行政部门根据各

地情况确定”。但为了防止

员工当“剁手族”而推迟工

资发放，并不属于法定的可

以延迟工资发放的情形。

事实上员工获得的工资

报酬，属于个人合法财产，

怎么使用、怎么处置，都属

于员工个人的权利。员工是

将工资拿去购物，还是出去

旅游，或者存起来，都由员

工个人决定，外人无权干涉。

公司为了防止员工“双十一”

购物，推迟发放工资，代替

员工决定是否参与“双十一”

购物，这显然是对员工个人

权利的一种侵犯和干涉，单

位的手伸的过长，逾越了权

利底线。

再者，从效果上说，推

迟发放工资并不能有效防止

员工“剁手”。只要员工手

里有钱，银行里有存款，那

么员工随时都可以“剁手”

购物。即便手头上没钱，只

要员工办理了信用卡，那么

即便公司推迟工资发放，照

样不耽误“双十一”抢购。

相反，公司推迟员工工资一

个月发放，可以赚取员工工

资一个月内的利息。换句话

说，公司推迟员工工资发放，

看上去是帮员工节省购物支

出，实质上却给自己赚了一

点点利息，这是有利可赚的

做法。

总而言之，公司担心员

工当“剁手族”，这种想法

是好的，值得肯定。但应该

是引导员工省着花钱，不要

在“双十一”乱购物，而不

是采取不合法的延迟工资发

放的手段，更何况这种手段

本身就没有好效果。

社会观察>>

“恋爱险”仅是“双十一”的一个噱头
文 / 张西流

“双十一”光棍节临近，

应届毕业生小宁购买了一份

“恋爱险”，11月 6日引发热

议。这份保险从保单生效之

日起 3 年后至 13 年内，投保

人与指定心上人结婚，即可

获得结婚礼金或玫瑰花。“恋

爱险”能保住爱情吗？

（11 月 7 日《三秦都市报》）
众所周知，“爱情险”是

婚前婚后都可以投保，婚前

“爱情险”，以恋爱者是否结婚

为给付条件；婚后“爱情险”，

则以婚姻存续到一定年限为给

付条件，达不到规定年限即终

止婚姻的，则不给付保险金。

而“恋爱险”只保婚前，以恋

爱者是否结婚为给付条件。然

而，由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明

白“爱情无法保险”之理，购

买热情锐减，退保日趋增多。

可见，“恋爱险”反弹，仅是“双

十一”的一个噱头，等于给这

个险种打了一针鸡血，“兴奋”

不了多久。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以

爱为名卖保险，以爱为名推销

房地产，以爱为名的商场促销

……如今，以爱情为由头的商

业促销活动太多，多到让人“谈

爱色变”，爱情已经成了消费

和营利的一种噱头。因此，我

们不能怪消费者的麻木和无

情，只能怪商家用过度的方式

去消费人间至善至美的爱情。

以至于当人们谈论起爱情这个

话题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场

谈论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

样的商业玄机。

回到爱情和婚姻本身。

双方感情破裂，是造成分手

或离婚的根本原因，其他诸

如经济、住房、子女就学等

因素，均为次要的，只要双

方同心协力，共同应对，这

些问题对爱情和婚姻构不成

多大威胁。相反，在双方存

有异心，再也无爱可言的情

况下，自然会选择分手或离

婚。在作出此决定之前，双

方都进行过长久的磨合和沟

通，在爱情和婚姻挽救无望

的情况下，只得理智地选择

分手或离婚。可见，一旦双

方决意分手或离婚，就是为

爱情投了再大的保单，也于

事无补。

因此，为爱情“投保”，

不如给婚姻“保鲜”。有关部

门应关口前移，多为恋爱和婚

姻中的男女做一些风险预警工

作。比如，排遣和理顺他们

在恋爱和婚姻里的惶惑和混

沌，关心他们的心理、生理、

健康和生存状况。同时，要

为处在弱势的一方提供一些

专业培训，帮助他们掌握一

些生存技能。特别是，协调

恋爱和婚姻里的一些问题，

帮助双方学会和家人沟通、

相处，减少家庭中不必要的

矛盾。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帮助双方建立自尊，变得坚

强。促进双方共同成长，是

对爱情和婚姻最好的保护。

文 / 屈正州
近期，有市民爆料称，

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肉松

类产品配料为“猪肉味豆粉

松”，这种豆粉松“原料跟猪

肉无关，是豌豆粉加猪肉香

精混合而成”。记者调查发

现，加入了少许肉粉的豆粉松

“假扮”肉松做内馅儿，几乎

是烘焙行业内公开的秘密。

厂商为了降低成本，使用的

并非真正的肉松。

（11 月 7 日《北京青年报》）
将肉除去水分后制成的

粉末叫肉松，豌豆粉、大豆

粉混合了部分肉粉则叫肉粉

松，二者区别很明显，不是

一回事。但长期以来，消费

者吃着由肉粉松制成的“肉

松”食品，却浑然不觉。商

家“挂羊头卖狗肉”，乃逐

利本性使然。纯肉做的肉松

成本太高，就用豌豆、大豆

做的豆粉掺肉，这种肉粉松

食品大大降低了制作成本，

却将不明就里的消费者蒙在

鼓里，成了被其糊弄的“冤

大头”。明白了“肉松食品”

的真相，人们大概无从再保

持淡定。

无良商家以次充好，鱼

目混珠，按照《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已涉嫌欺骗消费

者，应当严肃查处。更应追

问的是，肉松食品“以粉代

肉”这一乱象长期存在，行

业主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

何以放任自流、置若罔闻？

消费者面对肉粉松、肉松这

类扑朔迷离的字眼，常难辨

真伪，那么相关职能部门的

职责，就在于戳穿商家的这

套把戏，以严格的行业、市

场监管规范厂商的生产、经

营行为，督促其诚信经营。

遗憾的是，在这一行业

潜规则被揭穿过程中，职能

部门可说是缺位的。道破这

一“天机”的，依然是肩负

社会责任感的媒体。媒体固

然承担着维护民众利益、守

望社会公正之责，但媒体的

基本职能决定了它不可能在

所有的社会治理领域，都可

以越俎代庖，破解所有社会

问题。就食品行业的市场监

管来说，相关职能部门责无

旁贷，理应切实履行自身的

职责，防患于未然，为民众

利益和市场规范保驾护航，

而不是消极作为，只充当一

个“消防队”的角色。

诚然，肉松食品乱象的

产生，跟目前肉松类制品

的统一标准付之阙如不无关

系。但是，建立健全相关标

准固然时不我待，在当下，

监管部门也并非就无所作

为。被称作“史上最严”的

新《食品安全法》正式实施

已有一年整，良法还需善治，

只有依法将市场监管的触角

伸向涉及食品安全的各个层

面，做到监管无死角、无遗

漏，类似“以粉代肉”的肉

松食品乱象，才终会禁绝。

一针见血>>

不容网络直播没有底线
文 / 杜学峰
如今，网络直播在疯长。2016 年，被

业内人士称为“中国网络直播元年”。根据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38 次《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 2016

年 6月，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 3.25 亿，

占网民总体的45.8％。大型直播平台每日的

高峰时段，有三四千个直播“房间”同时在

线，用户数可达二三百万人次。

网络直播是互联网发展的一种成果，

如果正确运用，对促进社会的交流、交

往、交融是有积极作用的，然而，它却

是在野蛮生长，乱象丛生。一些演艺类

直播平台提供含有宣扬淫秽、色情内容

的网络表演，通过肢体和语言进行性挑

逗、性暗示。一些游戏直播平台则提供

含有赌博、暴力、教唆犯罪内容的游戏

内容展示。近日，上海一黄姓主播在网

络直播中连续做出吸毒的动作，被群众

举报。经查，黄某并没有真正吸毒，他

做出模仿吸毒的动作，是企图以此招揽

观众。对社会危害极大、为法律所严禁

的黄赌毒，竟成了一些网络直播用以俘

虏“粉丝”的“法宝”，这是不能容忍的，

需要重拳整治。

由于网络直播多为企业和个人行为，

对其整顿虽不能像要求主流媒体那样高

扬主旋律，宣传正能量，但是，直播内

容决不可越出道德与法律的底线。就是

说，你可以不讲大公无私，不讲高风亮

节，但不可颂扬损人利已，颂扬坑蒙拐骗。

你可以娱乐至上，嘻嘻哈哈，但不可低

俗恶俗，违反公序良俗。你可以不做遵

法守纪的模范，但宣扬黄赌毒这类违法

的事决不能干。网络直播内容能有思想

道德高度自然更好，一时做不到可以慢

慢来，但是，决不可没有底线。底线是

网络直播的生命线，失去底线，也就失

去存在的基础。

维护网络直播的生命线，需要提高对直

播平台与主播的认识。然而，他们即使认识

了，却往往做不到。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直播

是为了赚钱，而赚钱就要有受众，有“粉丝”。

“直播吃饭，日赚上万”，“直播睡觉，万人

围观”，于是，主播们挖空心思去迎合大众，

不再满足于聊天、唱歌、化妆、发嗲一类的

“标配”，从游走在低俗猎奇的灰色边缘地

带，进而跌到底线之下。

这就需要切实加强监督管理。权力

没有监督，必然要产生腐败。资本没有

监督，也必然要无法无天。马克思早就

说过，资本为追逐最大的利润，会冒犯

人间的一切法律。以从观众中获取钱财

为目的的网络直播，为了“吸粉”赚钱，

就会不顾底线的软约束，因此亟需强化

硬约束。近日，国家网信办出台了《互

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进一步细化了

平台责任，实施“内外兼修”的政府监

管机构与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共同监

管模式，并要求建立失信主播“黑名单”

制度。文化部通报了第 25 批违法违规互

联网文化活动查处名单，斗鱼、虎牙直播、

YY、熊猫 TV、战旗 TV、龙珠直播、六间

房、9158 等 19 家网络直播平台“上榜”，

近期将公布处理结果。

整治已失去底线的网络直播乱象，必

须如此用重拳。为了创造积极健康的网

络环境，让网络直播由野蛮生长转为良

性发展，需要不断打出过硬的组合拳。

假肉松为何骗了我们这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