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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记者
邹多为、丁乐）26日，海关总署等三部

门明确提出加快高新技术设备及原

材料、特定药品、医疗器械、生物制

品、紧急航材、重大国际活动及展会

暂时进境商品等特殊货物通关速度，

鼓励具备条件的航空口岸设立“绿色

通道”，快速放行。

为进一步促进国际航空客货运输

发展，便利贸易和人员往来，更好服务

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海关总署、国

家移民局、中国民航局三部门当天发

布关于进一步促进航空口岸通关便利

化若干措施的通知。

通知围绕进一步提高航空口岸进

出口货物通关效率、进一步提升航空

口岸出入境人员通行效率、进一步加

强重点航空口岸枢纽能力建设、进一

步提高航空口岸公共服务水平以及进

一步规范和降低航空口岸综合物流成

本等五大方面，推出16条措施。

主要包括优化完善京津冀、长三

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具备条

件的主要航空口岸7×24通关保障制

度；有针对性地在具备条件的航空口

岸探索开展出口货物机坪“直装”和进

口货物机坪“直提”试点；支持跨境电

商企业通过空运渠道，将符合条件的

境外退运、国货入区、境外进口等多种

来源商品在综合保税区内理货分拣后

集拼出口；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联程

中转、口岸签证、互免签证、过境免签、

单方面免签、区域性入境免签等政策；

鼓励航空公司加大全货机运力投放力

度，加密定期国际全货机航线，拓展国

际航空货运运力等。

我国将加速通关
高新技术设备等特殊货物

据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记者顾
天成）春季气温回暖，诺如病毒感染进入

高发期。医学和疾控专家提醒，诺如病

毒是导致急性胃肠炎的主要病原体之

一，通过粪口传播，科学认识传播途径、

掌握防控要点，是阻断病毒传播的关键。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控处副处长匡

季秋介绍，诺如病毒感染的典型症状包

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患者伴

有发热、头痛等全身反应。儿童因免疫

系统尚未发育成熟，症状可能更为剧烈。

“诺如病毒虽传播力强，但可防可

控。”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

王越表示，公众无需过度紧张，关键在于

落实日常防护措施，尤其需关注儿童、老

年人等易感人群。感染者痊愈后保持良

好卫生习惯，避免残留病毒传播。

专家建议，做好诺如病毒防控要掌

握六要点，包括密闭场所尤其是公共卫

生间定时加强通风，降低气溶胶浓度；

人员密集场所保持社交距离；患者呕吐

物或排泄物需用高浓度含氯消毒剂覆盖

处理，污染区域喷洒消毒液作用30分

钟，衣物、餐具等需高温消毒或用含氯

消毒液浸泡；处理污染物时佩戴口罩、

手套，事后彻底洗手；感染者应居家隔

离至症状消失72小时后；海鲜、肉类

彻底煮熟，瓜果洗净，避免生食。

有网友关心，诺如病毒是否有疫苗

和特效药？对此，中国疾控中心副研究

员彭质斌表示，目前尚无特效药物和疫

苗可用。诺如病毒急性胃肠炎是自限性

疾病，多数症状较轻，不需要特殊治疗。

但对于婴幼儿、老年人，特别是有基础疾

病的老年人，如出现频繁呕吐或腹泻，甚

至脱水等严重症状的，要及时就医治疗。

上吐下泻？
来看这份诺如病毒防控提示

近年来，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案件频

发。2024年1至11月，全国法院审结一

审涉新就业形态民事案件就有约 8万

件。外卖员、快递员等劳动者一旦遇到疾

病、工伤，很容易处于权益受损的不利局

面，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堵点亟须打通。

劳动关系认定难
社保缴纳压力大

早上8点出发，晚上10点左右回家

休息，这是沈阳外卖骑手沈聪日常的工作

节奏。沈聪认识不少同行，大家的日程相

似：抓住三餐时间高峰期，每单收入3至8

元不等。不少人为了多赚钱，会继续在夜

宵时段跑两三个小时。工作强度大、时间

赶，交通事故不时发生，意外伤害风险大，

然而一旦发生事故，骑手的权益保障却是

难题。

江苏省一名快递员表示，快递公司把

一片区域包给第三方公司，甚至多层转

包，业内将这种模式称为“众包”，骑手接

单自由度较高，结薪灵活。“平台出于成本

考虑，在劳动者入职较长时间后才会缴社

保，由于人员流动性较大，不缴的情况也

较普遍。”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在标准

劳动关系之上。而新就业群体常常与第

三方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作协议”

而非劳动合同，劳动者与用工方是否存在

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关系或实际用工关系

存在争议，这意味着部分新就业群体无法

认定工伤。

在非标准劳动关系下，骑手的意外伤

害保险也需自行购买，且理赔存在一定限

制。一位曾与私家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北

京众包骑手对半月谈记者说：“司机的保

险公司让我提供收入证明计算误工费。

可找平台开收入证明时，平台却说这与他

们没有关系，最后保险公司根据最低工资

标准赔付了，还要求在二级及以上公立医

院就医。”

平台方通过层层转包规避缴纳社

保，如果劳动者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自

行缴纳社保，本应该由双边缴纳的社

保，转而由劳动者单独缴纳，加重了劳

动者负担。记者采访发现，多名新就业

人员曾自己缴纳过社保，但因失业、更

换工作、家庭支出增加等原因暂停缴

费，长期参保意愿不足。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赵青主

持的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课题组于

2022年至2023年访问1600余名即时配

送骑手和快递员群体后发现，他们参加的

社保险种人均不到两个，没有参加任何社

保的从业者近三成，参加工伤保险的群体

仅占从业人员的22%。

最高法发布指导性案例
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更周全

对于劳动关系认定，目前主要依据相

关部门2005年发布的《关于确立劳动关

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众包骑手需要与企

业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需要存在人身

依附性和经济从属性、需要接受企业管

理，是企业的组成部分。”北京盈科（重庆）

律师事务所律师罗康说，众包自由接单、

随时提现的特点让事实劳动关系的判定

遇到困难。

企业在众包骑手注册前已搭建好“战

无不胜”的平台注册协议。罗康认为，平

台将实质劳动关系认定依据的“劳动关系

特征”通过技术手段进行了切割，用工主

体、支付报酬主体、管理主体等都由不同

的企业来完成。

劳动者到法院后，“该选择谁成为被

告”成为让人头疼的问题。“在司法判例

中，大量的第三方公司通过论证‘自己并

非合适的被告’让人白跑一趟，只能再次

选择主体进行起诉。”罗康说。在实践中，

骑手受制于较高的诉讼成本，往往选择私

下调解。

令人欣慰的是，最高人民法院2024

年12月23日发布第42批共4件指导性

案例，首次发布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

的专题指导性案例，其中针对外卖骑手、

网络主播、代驾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的劳动关系认定问题作出回应。

平台企业或者平台用工合作企业与

劳动者订立承揽、合作协议，劳动者主张

与该企业存在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

根据用工事实，综合考虑劳动者对工作时

间及工作量的自主决定程度，劳动过程受

管理控制程度，劳动者是否需要遵守有关

工作规则、算法规则、劳动纪律和奖惩办

法，劳动者工作的持续性，劳动者能否决

定或者改变交易价格等因素，依法作出相

应认定。

“最高法明确了‘类案类判’的观点。”

罗康说，这些案例会给更多法律从业者参

照，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将更加周全。

填补立法空白
压实平台责任

专家表示，面对新就业形态带来的变

化，我国劳动法律体系存在空白区，亟待

补齐法律规范的制度短板，为新就业群体

权益保障提供权威性、统一性的法律制度

依据。

一是从法律法规层面对劳动关系认

定进行调整。赵青建议，学界与实务界需

要对不同类型的用工平台、不同类型的新

就业群体的丰富实践判例进行总结归纳，

不断修订完善劳动法及社会保险法，做到

与时俱进。

二是创新设计劳动保障机制。一些

城市已经根据新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现

状，开展试点工作，如广东、浙江等省份先

后发布了《用人单位招用不符合确立劳动

关系情形的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办法

（试行）》，尝试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工伤保

险体系。专家表示，这些探索有助于新就

业群体保障政策体系逐步完善，但总体来

看，相关机制还需要创新设计，比如在参

保缴费标准上合理划分缴费档次，建立多

方参与的筹资机制，减轻新就业群体参保

的经济负担。

三是让平台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在罗康看来，数字平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

主要工作场所和收入来源，应承担起为他

们提供必要社会保障的责任。可通过制

定“责任清单”引导企业提升法律意识，健

全用工管理制度，逐步提高新就业群体权

益保障水平；强化政府监督指导作用，明

确平台企业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应承担的

责任与义务。 （据新华社电 半月谈记
者刘艺淳赵紫羽）

劳动纠纷案件频发

外卖员、快递员权益，谁来保障？

外卖员风雨无阻送餐。王翔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