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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慎毅

3月 2日，国新办举行“权威部门

话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就

业和社会保障工作情况。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部长王晓萍表示，将强化

创新创业，深入实施重点群体创业推

进行动，支持零工市场的建设，落实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政策。

零工市场建设，不仅是增加包容

性就业、缓解就业压力的必要途径，也

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改善民生的

必然要求。完善零工市场建设，赋能

零工群体，托举的不仅是一个个具体

的劳动者和他们身后的家庭，还有新

业态经济和包容性社会的未来。这就

需要促进目前零工市场由碎片化向系

统化转变、由模糊化向精准化转变、由

普泛化向专业化转变、由人工化向智

慧化转变，进一步落实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权益保障政策。

2022年以来，零工市场在山东、江

苏、广西、河南、广东、天津、贵州等省

区市陆续落地。2022年 7月，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印发《关于

加强零工市场建设完善求职招聘服务

的意见》，部署零工市场建设。此后，

各地加快零工市场建设，从1.0版的零

工人员“站马路”、2.0 版的“零工之

家”、3.0版的“零工中心”，再到4.0版

的“零工平台”，零工市场建设更规范、

服务模式更多元、数字平台更方便、技

能培训更强化、劳务援助更可及。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促进

创业带动就业的保障制度，支持和规

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健全劳动法律法

规，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完善

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加强灵活就业

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

通过政府引导、多元参与共同搭

建出来的线上线下零工市场，不仅能

给零工群体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与有针

对性的增值服务，更重要的是能够帮

助他们畅通职业成长通道，破解权益

保障难题，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落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

政策的力度还需要再大些。这需要各

地在强化就业创业培训服务方面，建

设与“零工平台”对接的“培训平台”，

让零工人员在与用工单位匹配信息

时，因发现自己某项能力不足，进而可

以跳转到“培训平台”，或进入相关部

门开设的不同门类的“零工人员培训

云课堂”，或根据导航找到线下培训机

构充电。同时，在实现社会保障全覆

盖的基础上，还必须保障好零工从业

者权益。比如，制定和完善针对灵活

用工模式的法律法规、取消或限制部

分互联网平台的不合理附加费用、创

建纠纷调解及仲裁机制等。

总之，对零工市场建设来说，权益

保障是兜底，就业服务则是给予劳动

者更多尊重和温暖。只有兜好底，才

能更好温暖人心。各地要通过“市场+

政府”联动的方式整合线上线下资源，

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方式为保障做“乘

法”，给服务做“加法”，与劳动者建立

更加紧密的联系，进而提供更有针对

性的服务供给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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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让怎样让““小而精小而精””的庭院经济走向的庭院经济走向““广而深广而深””

城市锐评

背景：
有的开农家乐、办民宿、弄采摘

园，打造周边休闲旅游好去处；有的收

发快递、直播带货，成为村镇集市人气

最旺的地方；有的开小超市、修理店、

家庭作坊，服务当地生产生活……在

不少乡村，农家庭院承担多样功能，演

绎多彩角色。自从亮相今年中央一号

文件，庭院经济就持续引发人们的关

注讨论。

@张玉胜：庭院虽小，作用不少。

纵观近年来各地发展庭院经济的丰富

实践，真可谓五光十色、缤纷多彩：枸

杞、苹果、红枣、杏树等特色经济林木

装点着村民房前屋后；牛、羊、鸡等多

种养殖业办出农户庭院特色；搞民宿、

开农家乐，推出打糍粑、赛山歌体验，

让农家庭院成为游客旅途一景。“方寸

地”已变身为农民增收的“致富园”，

“微经济”正在激活乡村振兴的“一池

春水”。

@《广州日报》：与产业化、规模化、

集约化的成熟生产模式不同的是，庭

院经济虽自由准入，更为灵活，但基本

由一个个体量小的“散户”经营。要从

自给自足的农作物转为可流通的商

品，从“小而精”走向“广而深”，如何与

市场有效对接就成了当下发展庭院经

济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对此，小小

庭院要撬动“大市场”还需充分盘活资

源存量、做好增量文章。一方面要拓

展广度，在传统的养殖、种植模式基础

上开发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新模式、

新业态，形成产业发展协同效应；另一

方面要深入挖潜，立足原有资源禀赋、

做足做精农产品深加工，不断提升农

产品及其服务附加值。

@《湖北日报》：庭院经济具有微小

经济、自主经营等特点，发展庭院经济

可以借鉴和学习成功经验，但不能盲

从跟风，“一窝蜂”都去做同样的事。

发展庭院经济需要走因地制宜的市场

化道路，地方政府可以出台鼓励政策，

提供经营方向的建议和指引、技术方

面的支持和培训等，其它交由农户自

行探索，真正锻炼出适应当地发展的

人才，激发农户自身的创造活力。

““云端调解云端调解””
为异地消费维权减负为异地消费维权减负

■李英锋

“双方当事人，是否能够看到画面，是否

能够听到声音？”“收到收到，都很清晰！”日

前，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市场监管局宝丰市

场监管所通过“云端调解”方式，处理了黑龙

江省消费者王女士与被投诉人武汉一家医

疗美容公司的消费纠纷。

消费者在网上消费，消费纠纷在网上产

生，市场监管部门在网上调解。这种“云端

调解”模式，打造了“网络消费—维权调解”

的闭环，解锁了维权新技能，拓展了维权渠

道，给消费者带来了维权新体验，带来了维

权便利和实惠。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电商平台

等网络市场功能日益完善、强大，人们的消

费理念也日趋网络化，网上交易量越来越

大，网上消费纠纷也随之越来越多。

按照《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

办法》，投诉由被投诉人实际经营地或者住

所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对电子

商务平台经营者以及通过自建网站、其他网

络服务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电子商务

经营者的投诉，由其住所地县级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处理。对平台内经营者的投诉，由其

实际经营地或者平台经营者住所地县级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

在线下消费纠纷中，消费者与经营者大

都处于一地，以投诉、起诉等方式维权相对

方便。但在线上消费纠纷中，消费者与经营

者往往距离很远，消费者舟车劳顿到经营者

所在地维权，或提供证据，或参与调解，要消

耗很多时间和精力，要付出一定的维权成

本，很不方便。

也因此，不少消费者遭遇网络消费侵权

纠纷后，选择吃哑巴亏，放弃维权。即便一

些消费者发起异地维权，也难以对经营者造

成较大压力，维权成功率远低于线下维权。

由于消费者异地维权难，经营者就有了更多

侵权侥幸心理。

而市场监管部门探索推行“云端调解”

模式，为破解消费者的异地维权难题提供了

解决方案。市场监管部门受理投诉后，向投

诉人和被投诉人发送在线调解的手机短信

通知，双方确认后即可预约“云端调解”时

间，并在同意《调解通知书》的基础上扫描腾

讯会议二维码进入“云端调解”线上房间，被

投诉商家的负责人及其他员工也可进入“云

端调解”线上视频房间旁听。“云端调解”准

备时间短，调解效率高，让消费者免去了异地

奔波之苦，节约了维权成本和时间，减轻了维

权负担。“云端调解”只是把消费纠纷调解平台

由线下挪到了线上，但调解的程序、要素、性质

和效力等都没有变。这种维权模式给消费者

异地维权提供了有力支持，能够减少消费者

的维权顾虑，提升消费者异地维权的主动性、

积极性。消费者异地维权的路径畅通了，措

施便利了，也能倒逼经营者增强自律意识，守

住法律底线和诚信底线，规范经营行为。

消费纠纷“云端调解”是一种智能监管、

智能维权的创新，是维权服务理念与智能技

术结合的产物，实现了“让群众少跑腿、让数

据多跑路”的目标，顺应了“放管服”改革的

趋势，顺应了消费者的维权需求。宝丰市场

监管所的“云端调解”模式已取得了明显成

效，也积累了不少好经验，得到了消费者以

及经营者的好评。各地各级市场监管部门

以及消协组织有必要学习借鉴这一维权模

式，推动监管维权机制智能化发展，让更多

的消费者享受到异地维权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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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带岗直播带岗““云云””揽才揽才
直播不带货，而是带来了

就业岗位。近年来，直播带岗

越来越被社会接纳和认可，

“互联网+就业服务”的模式不

仅打破了地域限制，还搭建了

线上实时交流平台，拉近了用

人单位和求职者间的距离。

中新社发 司海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