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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评

□ 江德斌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

际，各主要视频、直播、游戏等网
络平台纷纷升级青少年防沉迷
系统，优化“青少年模式”内容
池。6月1日前，所有上线运营的
游戏须全部接入国家层面的实
名验证系统。专家表示，应尽快
建立统一的防沉迷标准，以行业
合力防治未成年人网络沉迷；国
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应各尽其
责，提高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信
息获取的便利性与网络沉迷问
题相伴而生，未成年人由于心智
尚未成熟，自控力不足，容易被
诱惑，陷入网络之中。新修订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将于6月1日正
式实施，明确强化网络保护，强
调防沉迷系统需发挥应有作用，

乃是送给孩子们的最佳礼物。
统计显示，截至2020年12月，

中国网民人数达9.89亿，其中学
生占比最多，达21%。互联网成
为学生获取信息、认识世界和休
闲娱乐的重要途径，同时，未成
年人沉迷网络衍生的问题也日
渐凸显，诸如天价充值、打赏、荒
废学业、家庭矛盾冲突等，甚至
酿出了惨痛的悲剧事件。

国家网信办推出的青少年
防沉迷系统采取统一运行模式
和功能标准，在“青少年模式”下
每日使用时长限定为累计40分
钟，关闭站内搜索、弹幕评论、内
容分享、私信聊天、拍摄发布、充
值打赏等功能，仅推荐适合青少
年观看的内容，确保内容池更健
康、更有益。而针对网络游戏的
防沉迷系统早在2007年就已上

线。目前国家层面的实名验证系
统基本建成，今年6月1日前，所
有上线运营的游戏须全部接入。

由此可见，防沉迷系统已
实现全面覆盖，常见的网络应
用都必须强制接入，包括各大
社交、游戏、直播等平台，以达
到全面监管、全面控制的效果，
督促平台遵守法规，履行社会
责任，避免孩子过度沉迷网络
之中，从而解决相关社会问题。

目前，各主要网络平台均已
升级防沉迷系统，限制未成年人
上网时间，提供寓教于乐的健康
内容，引导青少年正确使用网
络，树立良好的上网习惯。

现在的青少年是移动互联
网时代的“原住民”，网络已经全
面普及，单纯禁止孩子使用电子
产品不现实，也会延误孩子对互

联网的理解，不利于未来成长。
社会各界应清醒地认识到，

互联网只是一种工具，对社会经
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
采用防沉迷系统的目的，并非是
为了杜绝未成年人使用网络，而
是发挥系统的限制与监管功能，
帮助孩子学会合理使用互联网，
从而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

防沉迷系统对网络平台
的业绩形成冲击，这也是之前
平台消极对待的主要原因，导
致防沉迷系统未能发挥应有
的作用。因此，在新未成年人
保护法正式实施后，监管部门
要对平台加强监督约束，督促
其严格落实相关法规和标准，
对阳奉阴违者依法重罚，以彰
显监管层面保护未成年人的
决心。

升级版“防沉迷系统”是儿童节最佳礼物

给事假规则套上“法律笼头”

□ 李英锋
目前，各企业对事假的管理

和审批“各行其是”。专业人士
认为，应在劳动基准法中设置底
线性的事假规则，明确事假规则
和事假期间的工资支付规则等。
同时，建议用工双方通过集体协
商确定事假规则。这样一来，既
能让职工请事假有章可循，也可
以有效避免肆意旷工的情况出
现，有利于劳动关系双方实现

“双赢”。
近年来，有关事假的“休”与

“批”，产生了很多“责”与“罚”，
引发了不少争议。一些劳动者
因请休事假而被用人单位定性
为“旷工”，被“开除”，劳动者往
往满腹委屈，认为休假合情合
理；用人单位一方则坚称劳动者
违反了规章制度，“开除”是照章
办事。而劳动者请事假，用人单
位不批或随意批的现象也非常

普遍，针对事假期间的待遇，不
同的用人单位也给出了多种方
案、标准。

在当前的劳动管理语境中，
由于法律法规对事假并没有清
晰具体的规定，事假规则的制定
话语权、事假的审批管理权主要
掌握在用人单位手中，用人单位
有非常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劳动
者在博弈过程中处于被动弱势
的地位。诚然，在劳动仲裁、诉
讼环节，一些地方的仲裁机构、
法院裁决用人单位有关事假管
理的行为违法，维护了劳动者的
权益，但也有不少用人单位得到
了仲裁机构、法院的支持。劳动
仲裁、劳动诉讼作为事后维权防
线，固然能对个性案件定分止
争，却不能从机制上填补法律上
的事假调整空白，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事假
规则制定和事假管理方面的参

与权、话语权失衡问题。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针对劳

动者事假的请销假以及管理，企
业确有必要制定规章制度，照章
办事，但制定以及执行事假规则
不能由企业“一言堂”。

事假属于休息休假权的一
部分，是一项重要的权益，是婚
假、产假、探亲假等假种以及法
定节假日的重要补充，是劳动者
履行相关人伦义务、处理相关生
活事务、维护相关社会交往的必
要保障。事假在劳动者的休假
构成中占有很大比例。鉴于事
假的重要性和争议性，立法部
门、政府应通过修改相关劳动法
律法规，或出台法律解释，设定
有关事假的基本规则，明确劳动
者可以请休事假的范围、在休事
假期间的待遇、有效请假的要件
以及严重违反事假规则的情形、
用人单位事假管理裁量权幅度

等事项，把事假导入法治轨道。
在此基础上，需进一步增

强或保障劳动者和工会在事假
具体规则制定、执行过程中的
知情权、参与权、协商权、监督
权。企业未征求职工、工会意
见，未经协商制定或修改完善，
未通过必要方式告知劳动者的
单方事假规则存有重大程序瑕
疵，是无效的。劳动者和工会
应该善用协商权和监督权参与
事假规则制定、执行，劳动监察
部门、法院、仲裁机构也应通过
普法宣传、行政指导、约谈、立
案查处、曝光问题、裁判，倒逼
企业增强自律意识，守住事假
规则制定的法律程序和底线。

给事假规则套上“法律笼
头”，有助于减少劳动争议，凝
聚劳动管理共识，维护劳动者权
益，也有助于企业加强事假管
理，营造和谐有序的劳动关系。

政府相关部门必须加强监管，督促网络服务商严格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不能纵容游戏
经营商过度逐利，诱惑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网络企业要真正发挥自身在防沉迷上的技术优
势，守好未成年人保护的第一道关口。

校园之中胖墩多，五个里面有一个。
防控要从娃娃抓，肥胖难题早解决。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
(2020年)》，我国6至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是
11.1%和7.9%，加起来是19%，也就是说，几乎每5个中小学生中
就有一个小胖墩儿。日前，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
生学系主任马冠生分析认为，与2015年发布的报告相比，儿童青
少年超重率和肥胖率都在上升，说明过去这么多年儿童青少年肥
胖的形势越来越严峻。 据《中国青年报》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针对劳动者事假的请销假以及管理，企业确有必要制定规章制度，照
章办事。给事假规则套上“法律笼头”，有助于减少劳动争议，也有助于企业加强事假管理，营
造和谐有序的劳动关系。

医院越来越大
院内导航应成标配

□ 天歌
去大医院看病，很多患

者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就
诊不知道该往哪儿走；方向
感差的，连问几个人，就是
找不对路。据报道，近日武
汉协和医院“智慧就诊”再
升 级 ，启 动“院 内 地 图 导
航”，帮 助 患 者 节 约 就 诊
时间。

现在很多医院不但楼
越建越高，面积也越来越
大，同时医院内部又按照门
诊部、住院部、放射楼等不
同的功能进行了划分，已经
成为事实上的“超级医院”。
医院的科室多、院区面积
大，可以为病患提供更为全
面的医疗资源和服务，但也
给部分患者寻医问诊带来
了很大的困扰，走进一些

“超级医院”犹如进了一座
迷宫。

如何让患者进了医院
大门以后，能够迅速找到自
己要去的科室，或者是要去
进行检查、交费、取药的部
门，是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
课题。

针对这个问题，一些面
积和规模都比较大的医院，
已经本着满足患者需要、顺
应形势发展的目标，上线了
院内地图导航服务。患者
或家属只要关注院方的微
信公众号或者是微信小程
序，点击“院内导航”，选择
实时定位当前位置，系统就
会自动规划步行路线，根据
病患的需要指引病患去目
的地。

这样一来，只要患者或
家属手里有智能手机，就能
在院内地图导航的指引和
帮助下，更方便快捷地找到
自己想要去的地方，进而节
省了寻医问诊过程中的时
间和精力，也避免了患者的
病情被耽误。应该说，这是
当前医疗机构从患者切身
利益出发而提供的一项人
性化服务，同时也是医疗机
构管理和服务更加精细化
的体现，值得充分肯定。

当然，建立在智能手机
和网络应用基础上的院内
地图导航，也许并不能覆盖
所有人群，比如一些不会使
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如果
自己独自去就医，可能还是
面临“走迷宫”的问题。据
此，医院还是要坚持新方法
和老路子相结合的方式，为
这部分老年人群体提供人
工指引服务，由医院的护士
或者是志愿者，为这部分患
者就医指路、带路。

随着智慧医疗的兴起
和新医改方案的提出，我们
希望全国更多医院参与到
信息化建设中来，为公众求
医 问 药 带 来 更 好 的 医 疗
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