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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峰

开展集体协商春季“要约行动”，制

定下发《关于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

益协商协调机制建设工作的通知》，指

导和推动各平台企业建立集体协商会、

恳谈会、沟通会等多种诉求表达渠道

……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

全国总工会和各级工会积极推进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协商协调机制建设，

发挥集体协商制度作用，为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权益“谈”出保障。

近年来，伴随着快递、货运、直播等

新业态高速发展，新业态就业群体工作

强度大、劳动时间长、社会保障不足、流

动性大的问题日益突出。对此，全国总

工会和各级工会积极推进新业态协商

机制建设，聚焦工资标准、休息休假、劳

动卫生安全等劳动者最直接最现实的

切身利益问题，以平台企业、非公有制

企业、中小微企业为重点，探索推进集

体协商提质增效的新路径，为新业态就

业群体撑起了权益“保护伞”，一定程度

上补齐了他们权益保护的短板。

进一步看，集体协商、集体谈判是

劳资双方沟通、权利义务平衡的一种形

式和载体，当前在很多国家劳动关系协

调领域被广泛应用。近年来，我国新就

业形态大量涌现，产生了现行劳动法律

法规难以全覆盖保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权益的情况。因此，充分发挥集体协商

和集体合同制度在维护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权益中的独特作用，积极推动和指

导新就业形态领域企业开展集体协商，

有利于提升劳动者的劳动保障权益水

平，有利于推动新业态规范有序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应善用集体合同为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补齐权益维护短板：

一方面要高度重视集体协商，大力推进

和指导集体协商，为集体合同的签订和

履行打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以及积

极拓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新

路径；另一方面，劳动者要积极参与集

体协商，要将集体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

当成改善劳动条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的重要抓手，主动参与、积极协商。

再进一步看，集体协商过程是劳动

关系双方在劳动者切身利益问题上寻

找并建立利益均衡点，化解分歧、求同

存异、逐步达成共识的过程。因此，协

商主体的协商能力直接影响协商的效

果。这些年，国内不少地方都不断加强

集体协商指导员队伍建设，从劳动保障

方面的专家、学者、律师及从事劳动关

系工作的人员中选聘工资集体协商指

导员。这些人不仅懂法懂行、熟悉企业

生产经营管理和员工生活状况，而且精

明能干、能言善辩，为提升集体协商质

量奠定了良好基础。另外，一些地区还

抓紧建立和完善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

制，创新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畅通职工

表达合理诉求渠道等，其中好的做法值

得推崇和借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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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国总工会和各级工会积极推进新业态

协商机制建设，既可为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撑起权益“保护伞”，又可为劳动法律

制度的修改提供实践经验。从各地实

践来看，集体协商是一项有效促进企业

发展、维护职工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

系的制度安排，应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不断完善。

集体协商为劳动者撑起集体协商为劳动者撑起““保护伞保护伞””
城市锐评

背景：
“五一”假期，许多游客将古镇作为

旅游目的地，想感受当地最原始的风土

人情。然而，同样的青瓦白墙、网红餐

饮、纪念品店……游客满怀期待前来“打

卡”，映入眼帘的竟是千篇一律的场景，

被网友吐槽：“古镇都长一个样！”

千镇一面不是新问题，同质化严重，质

量被数量淹没，早就被诟病。那么，相似、雷

同的古镇怎样才能“长得不一样”？

@鲍南：游客对“千镇一面”吐槽，对

我国旅游高质量发展也是一声提醒。不

只是古镇，近年来玻璃栈道、巨型雕塑、

不夜城等网红景点都成了克隆模板，在

全国有了不少翻版，东施效颦之下成了

游客的视觉灾难。凡此种种，说到底还

是一些旅游管理部门思维陈旧，仍停留

在旅游就是造景引流卖票的“一锤子买

卖”上。旅游并不是景点的展示参观，而

是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体验。治理者必须

转换思路、换位思考，优化消费环境，设

身处地满足消费者日益丰富的需求。

@《池州日报》：倘若古镇不“古”，谈

何穿越时空界限，探寻旧时痕迹？倘若古

镇唯“商”，谈何体验市井鲜活，感受民风

民俗？倘若古镇全“同”，谈何寻找独特体

验，感受文化魅力？披着古镇外衣的“小商

品城”，不能满足游客需求。古镇走出同质

化误区，不仅要学会“讲古”，也要学会“上

新”。好的创意设计，让传统文化“活起

来”，新旧交相辉映，营造出古镇融合美。

@光明时评：千镇一面，最终伤害的

是古镇这个文旅资源池。“古镇都长一个

样”这句话折射出的是人们对古镇概念

的失望和疲惫，也势必会影响消费者对

古镇旅游的热情和期待。是时候树立这

种意识了：古镇，需要门槛，只有拥有一

定的历史和文化，才配得上一个“古”字；

拥有一定数量的本地居民、保留一定的

生活风貌，具备一定的旅游资源和服务

设施，才配得上一个“镇”字。

景区请排队游客看电影景区请排队游客看电影
是贴心的是贴心的““情绪按摩情绪按摩””

■唐山客

日前，一段云台山景区为排队游

客放露天电影的视频引发热议。视

频中，众多景区游客正在排队，旁边

支起的屏幕上则播放着动画电影。

不少网友对此表示肯定。据悉，“五

一”假期前，该景区就进行研判，预计

会迎来客流高峰。为了缓解游客排

队等待时的焦虑情绪，景区提前进行

了一系列准备，其中就包括在小寨沟

广场免费播放露天电影，还免费邀请

游客观看原价60元的球幕影院。

游客一边排队，一边观看景区免

费播放的露天电影，堪称一道独特的

“服务风景”。云台山景区急游客之

所急，忧游客之所忧，“放”游客之所

需，在提前预判客流的基础上，为排

队游客安排上了免费电影，有效舒缓

了游客的情绪，也丰富了游客的旅游

体验。

假日景区游客挤，最是焦躁排队

时。今年“五一”假期，人们迸发出极

大出游热情，海量民众扎堆出游，各

景区普遍出现了“人从众”现象，游客

排队也就成了常态。游客在上厕所、

坐电瓶观光车、坐缆车、玩游乐设施、

检票、就餐等很多旅游场景中都需要

排队等候，甚至需要较长时间的排队

等候。但是，游客需要顺畅的出游体

验，从心理上较为抵触排队，再加之

内急、饥饿、劳累、赶时间等因素，很

容易在长时间排队时出现烦躁情

绪。如果天气较热，情绪更易出现波

动，甚至有可能引发纠纷争吵，让旅

游体验变差，产生负面评价。

显然，云台山景区摸准了游客旅

游排队过程中的堵点、痛点、“躁点”，

用免费播放的露天电影、相声小品等

吸引游客的注意力，填补游客的排队

空虚，化解游客的排队烦恼，帮游客

提神，给游客进行了贴心的“情绪按

摩”。景区针对排队游客提供的“电

影降躁”服务精准对接了游客的心理

需求，有助于消除游客的负面情绪，

提升游客的心理舒适度和满意度，也

有利于维护景区秩序，预防和化解排

队纠纷。这种旅游增值服务收获了

很好的效果，赢得了游客以及更大范

围的肯定、好评，给景区的品牌形象

加了分。

旅游服务重在细节。景区抓好

了服务细节就能抓出服务质量，就能

抓住游客的心。目前，旅游业正处于

高速复苏期，游客人数、旅游收入等

数量指标大幅反弹，甚至已经超过了

2019年的同期数据。这种复苏态势

固然令人振奋，但景区等旅游业市场

主体不能光盯着旅游的“数量”，而是

应该保持足够的冷静和理性，时刻坚

持游客需求导向，多换位思考，摸全

摸准游客需求，打磨好服务的细节，

让各项服务更到位、更有看点、更加

熨贴人心。这样，旅游业的复苏才能

更有质量、有长劲。云台山景区请排

队游客看电影是一种积极的示范，其

他景区也应在服务细节上多做文章、

多下功夫，让游客少一分焦躁无聊，

多一分平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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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古镇如何才能相似的古镇如何才能““长得不一样长得不一样””

野蛮装修

近日，有网友发文称，黑龙江

省哈尔滨市松北区利民学苑一栋

31层高的楼因有租户在3层擅自

拆除承重墙，致使多层墙体出现开

裂，200户左右居民受此影响无法

回家居住。松北区城市管理和行

政综合执法局通报称，已责令当事

人停止违法行为，对当事人进行立

案调查。同时，会同相关部门对拆

改的墙体进行安全支护，组织专业

机构进行安全鉴定，制定拆改墙体

恢复方案，下一步将依法依规从重

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中新社发 朱慧卿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