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解决新业态职
工工伤保障问题，首先
要对新业态企业的劳
动关系予以确认，扩大
工伤保险的覆盖范围，
明确外卖小哥、网约车
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
也属于被保障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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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小哥纳入工伤保障”是应有之义

只有真正摸准了
现代人的心思和喜好，
只有真正敬畏着传统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传
统的才会现代起来、蒙
尘的才会生动开去。

故宫灯会票“被秒”，谁说传统文化过气？

“闹元宵”需要更多“文化馅儿”

在一个强调文化
自觉、文化自信的年
代，我们有责任过一个
有文化品位的传统节
日。

目前，我国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网约
工”群体已达数千万。然而，“网约工”等新
业态的劳动关系较为特殊，导致该群体难以
获得工伤保险的制度保障。2018 年全国两
会期间，多名政协委员建议，要重视解决新
业态从业人员工伤保险缺失的问题。对此，

人社部在答复中表示，将适时启动《工伤保
险条例》的再次修订工作，把外卖员、网约车
司机、快递员等新业态从业者纳入工伤保险
制度保障当中。

（2月18日《南方都市报》）

诸如外卖、快递、网约车等新业态，已经
成长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行业增速很快，

对经济增长贡献很大，还
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成为经济转型期的一
大亮点，受到社会各
界的赞赏。可与此
同时，新业态往往

以临时工、劳务派
遣等灵活就业为主，

导致在劳动保障方面，
存在从业人员工伤保障

缺失的问题。不过，基于
维护从业者的合法权益，促

进新业态健康有序发展，促进市场公平
竞争，为劳动者提供基本保障，乃是应有

之义。
如果按照传统行业的用工标准，职工在

工作时发生意外事故，造成身体受伤、致残
等事件，这就是典型的工伤，理应依照劳动

保障法规，给予相应的赔偿。然而，部分新
业态企业的劳动关系属于“弱传统型”、“去
传统型”，比如大量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
并未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在工作期间发生
意外事故时，对于是否属于工伤的认定，就
存在很大的争议。

而且，新业态的职工参加工伤保险情况
较差，平台并未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缴
纳工伤保险费，造成从业者的工伤保障缺
位。当发生意外事故时，相应的治疗报销、
伤残赔偿等问题，往往出现平台“撂摊子”，
以不存在雇佣关系为由拒绝承担责任，导致
劳动者与企业陷入纠纷，最终需要寻求司法
途径解决争端。

显而易见，为解决新业态职工工伤保障
问题，首先要对新业态企业的劳动关系予以
确认，扩大工伤保险的覆盖范围，明确外卖
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也属于
被保障之列。从而在法律上解决劳动关系
的争议，为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托底，保
障其享受应有的工伤保障，减轻他们的经济
负担和心理压力，让他们得以轻装上阵，更
放心的努力工作。同时，也借此督促新业态
企业，应遵守劳动法规，给外卖小哥、网约车
司机等缴纳工伤保险费，以补上这个缺口，
打造公平的用工环境。 江德斌

2 月 17 日下午，故宫发布“紫禁城上元
之夜”文化活动信息后，引发持续关注和抢
票热潮，19 日（正月十五）活动预约票火速

“秒光”。记者 2月 18日 0点发现，故宫门票
预售系统已经无法打开。半夜瘫痪的故宫
票务网站，疑因“元宵灯会”抢票太过火爆所
致。 （2月18日《新京报》）

“一曲笙歌春如海，千门灯火夜似昼”。
故宫的元宵灯会一票难求到网站崩溃，多少
叫人有些诧异。此前，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
翔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九届年
会”发表演讲时表示，今年元宵节故宫博物
院将有史以来第一次开夜场。只是，不少人
还是担心传统上元文化究竟有多少吸引力、
寒风萧瑟的夜场灯会能否把观众聚起来，而
今，被“秒光”的预约票大概给出了最好的答
案。

故宫灯会之所以叫人神往，大概只是因
为这场灯会不仅有“灯”，还有“人”，更有“文
化”。一方面，活动邀请劳动模范、北京榜

样、快递小哥、环卫工人、解放军和武警官
兵、消防指战员、公安干警等各界代表参加，
当然还与社会公众共享。另一方面，观众不
仅能在夜间看到“紫禁城里过大年”展览，看
到被璀璨点亮的元宵故宫、《千里江山图卷》
等绘画作品，亦将通过艺术灯光投影于故宫
建筑屋顶上。这样的灯会，既有传统文化的
历史之暖，亦有人文情怀的时代之光。即便
不是身在北京，估计很多人也是心向往之。

当然，有人说故宫这些年自带“网红属
性”，且常年在热搜榜上和年轻人打得火
热。不过，千百年来正襟危坐而养在深闺的
故宫，也不是坐在家里就能“红”起来的。更
多的历史文化遗产，大概还在与这个时代格
格不入地缄默着。所区别的，不过是一句古
话，“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就拿故宫的“紫
禁城上元之夜”来说，大概这也不是“上级的
规定动作”。如此费心费力，又不售卖 VIP
席位，博的什么、图的什么？反观那些不作
为、迟作为的历史文化遗存，即便曾经在历
史的“上元之夜”风光旖旎过，只是今时今

日，还愿意“敞开心扉”和周边群众“众乐乐”
吗？

我们常喟叹传统文化曲高和寡，“闲话
说玄宗”般追忆着民俗风情的当年勇，说得
好像传统文化就活该与现代人十万八千里
之遥一样。说着说着我们大概就忘了——
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既是“月上柳梢头”的
浪漫情人节，也是“百枝火树千金屧”的中式
狂欢节，更是“扶老携幼返故里”的阖家团圆
节。闹花灯、猜灯谜、舞龙灯、踩高跷、吃元
宵……仅仅一个“上元日”，就能铺陈出无限
的温情故事。且不谈繁文缛节的沿袭，就算
是办个好玩的灯会，不走心、只有灯，稀疏寥
落、敷衍塞责，唬得住见多识广的网民吗？

故宫灯会票“被秒”，大概就像一则活生
生的寓言，起码说破了真正的传统文化永远
不会过气的道理。正如社会学大师费孝通
所言，“文化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只有真
正摸准了现代人的心思和喜好，只有真正敬
畏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传统的才会现
代起来、蒙尘的才会生动开去。 邓海建

作为继春节后又一个重要的节日，既浪
漫又传统的元宵节即将登场。昨天，记者从
镇江文旅集团获悉，为了“闹”出年味儿，

“闹”出人气儿，更“闹”出镇江旅游新气象，
金山景区将在元宵节期间围绕一个“闹”字
举办“猜灯谜，闹元宵”吃喝玩乐赏金山活
动。 （2月18日《京江晚报》）

所谓“正月十五闹元宵”，猜灯谜、赏花
灯、舞龙狮等文化活动在我市开展得有声有
色，不仅让年俗有了新的传承，也使传统文
化得到发扬光大。

与我国其他节日强调合家团圆不同，元
宵节突出的是普天同庆主题，所以也被喻为

“全民狂欢节”。换句话讲，一个“闹”字道尽
了元宵节的特质。在快节奏、多兴趣、广交
际的今天，人们的过节方式已不再局限于一
碗汤圆，更应让传统文化兴起来、活起来。

给元宵节添加“文化馅儿”，首要的是对

传统文化“温故而知新”。古往今来有那么
多与元宵节相关的诗词歌赋，“去年元夜时，
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众里
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
处”……这些诗句有习俗的脉络、有文化的
滋味，表达了对美好的期盼、对幸福的祈愿，
在重温中品味元宵文化的绵绵远香，岂不是
一件文化乐事？

“闹元宵”关键要通过政府搭台、市场唱
戏，坚守其“根”、突出其“神”、抓住其“形”，
深入挖掘年俗的来源和内涵，广泛开展形式
多样的活动，让猜灯谜、赏花灯、舞龙狮等活
动在原汁原味呈现的同时，有机融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红色基因，打造更多符合现
代人审美与志趣的多元文化产品，从而不断
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可以说，每一个“闹元宵”活动都具有很
强的仪式感，只有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在

传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共同体验、共同分
享，才会更有情趣、更有味道。尤其是通过
猜谜、赏灯等公共活动，还可以增强集体荣
誉感，有助于和谐社区、温馨家园建设，“远
亲不如近邻”就会天天得以证实。于此而
言，腾出点时间与家人一起动手搓汤圆、与
邻里一同猜灯谜，为传统文化活动捧捧场、
喝喝彩，既是在打捞传统文化的记忆，更能
让“我们的元宵节”过出时尚、过出新意
来。

一言以蔽之，元宵节既要有汤圆味，
更应有文化味。在一个强调文化自觉、文
化自信的年代，我们有责任过一个有文化
品位的传统节日，不仅要顺应时代发展，
增添更多具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区域
特点的新习俗、新风尚，也应尊重传统习
俗，继承传统文化，让博大精深的元宵文
化得以丰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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