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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厦门电（记者 颜之宏）在

二手电商平台上购买心仪的商品时，对

方要求在平台外下单购买，你是否会为

了“顺利交易”而听从卖家的“建议”？

近日，福建厦门警方公布了一起网络虚

假购物案例，为抱有侥幸心理的买家敲

响了警钟。

今年 4 月底，厦门市民王女士在浏

览某平台时看到有人出售相机。因正

好中意该相机，王女士便“私聊”对方询

问。对方称因双方不在同一城市，交易

需要通过某二手平台进行交易。

在随后的交谈中，对方发来一个链

接，由于该链接下的页面与某知名二

手交易平台界面极其相似，王女士就

在界面上“下单”了。在支付阶段，第

三方支付工具提示王女士正在给某直

播 软 件 充 值 ，这 让 王 女 士 起 了 疑 心 。

对方表示，因为是“脱离原平台进行交

易”，因此必须通过直播充值的方式才

行。尽管有所疑虑，王女士还是充值

了 4500 元。

在 王 女 士 转 账 后 ，对 方 又 称 王 女

士与其他人“重复下单”了，因此要重

新发起交易。王女士旋即要求对方先

退 还 此 前 充 值 的 4500 元 。“ 您 添 加 一

下 我 们 的‘ 退 款 客 服 ’QQ 号 ，由 他 为

您办理‘退款’。”在对方层层引导下，

王 女 士 在 对 方“ 财 务 人 员 ”的 指 导 下

下 载 了 一 款 会 议 软 件 ，之 后“ 财 务 人

员”以“退款过程需要记录”为由要求

王女士加入会议室并打开了屏幕共享

功能。

在此之后，对方以“核验账户安全”

为由又让王女士向自己的银行卡里转

账 30000 元。转账完成后，一条银行发

来的短信验证码通知在屏幕中弹窗。

不一会儿，王女士的银行账号被转出

30000 元。直到这时，王女士才意识到

自己被骗并报警。

厦门警方表示，王女士遭遇的是典

型的网络虚假购物诈骗，不法分子一般

会诱导用户离开官方平台并进入伪造

的“虚假平台”，并以“充值”“退款”等为

由诱使买家不断进行转账，最终造成受

害者财产损失。

警方提醒，不法分子为了更容易实

施诈骗，一般会要求买家脱离原官方平

台的担保交易，其间会以“不在同一城

市”“其他平台有优惠”等说辞进行诱

导，群众对此不应轻信。在进行网络交

易时，要记住“两不要”——不要在交易

信息发布的官方平台外进行交易、不要

在收到货品前确认收货。

“五一”小长假旅游消费旺
“五一”小长假，各地丰富文旅供给，加强服务保障，各大景区迎来客流

高峰。

警方提醒：

网上购买二手商品谨防诈骗

图为游客在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游览。

新华社发

图为在太原市晋源区晋祠镇北大寺村的稻田里，小朋

友和家长在体验插秧。 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

图为人们在位于贵阳市的贵州省博物馆观看“人文山水

时光峰峦——多彩贵州历史文化展”。 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图为游客在位于沈阳的辽宁省博物馆观看《洛神赋

图》快闪表演。 新华社记者 李钢 摄

图为游客在安徽省黄山市黟县西递古村游玩赏景（无

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甘肃

安徽

辽宁

贵州

山西

五一假期，南京的美团外卖骑手戚

建忠既忙碌又踏实。“有了职业伤害保

障，跑活安心多了，要不然真不知道受

伤了该找谁。”

2023 年 12 月，戚建忠在送餐途中

不慎摔倒骨折。在美团工作人员帮助

下，他用手机申报了职业伤害保障，约

1000 元医药费报销了 875 元。经伤残

鉴定后，2024 年 1 月底，他又收到了人

社部门发放的 41900 元一次性伤残补助

金。

戚建忠告诉记者，自己当了 6 年骑

手，收入不错，时间也灵活。但紧张奔

忙中难免有磕碰，特别是恶劣天气时，

家人总会担心。“职业伤害保障好比多

了一层‘防护网’，所以休养四个月康复

后，我又重新回来送外卖了。”

戚建忠说的职业伤害保障，是国家

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创设的一种新型

工伤保险。由平台企业缴费，就业人员

个人不缴费。其保障的范围和情形、待

遇的标准和水平，与工伤保险基本保持

一致。

自 2022 年 7 月起，新就业形态就业

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在北京、上海、江苏、

广东等 7 省市的美团、饿了么、闪送、货

拉拉、曹操出行等 7 家平台企业开展试

点。截至 2024 年 3 月末，已有 801.7 万

人被纳入保障范围。

“职业伤害保障切实维护了新就业

形态就业人员的权益，特别是有效发挥

了重大伤亡事故兜底保障功能。这一

制度也分散了平台企业经营风险，有助

于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司长郑玄波表

示。

郑玄波介绍，对新就业形态就业人

员这一新兴群体如何参加社会保险，试

点进行了破题，积累了宝贵经验。下一

步将总结经验，研究扩大实施范围。

记者注意到，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

务平台的网站上，设置了专门的职业伤

害保障服务板块，显示正在试运行参保

信息、待遇给付申请受理、职业伤害确

认、待遇发放、办理进度等查询服务。

包括外卖骑手、即时配送员、网约

车司机等在内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

有 8400万人。

“ 针 对 这 一 群 体 面 临 的 职 业 风 险

高、劳动强度大、保障水平低等短板问

题，近年来，我们会同相关部门不断完

善制度机制、创新工作方式、强化服务

保障，维护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法

权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劳动关系

司司长李新旺说。

从 八 部 门 联 合 印 发《关 于 维 护 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

意见》，到出台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

重点群体专项权益保障政策、合理界

定 企 业 劳 动 保 护 责 任 ，再 到 2024 年 2

月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

动 报 酬 权 益 保 障 指 引》《新 就 业 形 态

劳 动 者 劳 动 规 则 公 示 指 引》和《新 就

业 形 态 劳 动 者 权 益 维 护 服 务 指

南》……相关部门为新业态劳动者加

快撑起“保护伞”。

“ 我 们 指 导 平 台 企 业 及 其 用 工 合

作企业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书面

协议，合理确定劳动报酬，科学安排工

作时间，依法依规制定和修订订单分

配、报酬支付等平台劳动规则，建立内

部劳动纠纷化解机制。”李新旺介绍。

针对“超时工作”这一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面临的突出问题，相关指引对企

业科学确定工作量和劳动强度，做出了

具体细化指导，同时将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纳入最低工资保障。在优化参保服

务方面，除个别超大城市外，各地均已

畅通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职工

养老保险的渠道。

劳动者与平台在报酬等方面有争

议怎么办，如何维权？

通过加强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联

动，相关部门对劳动报酬、休息时间、职

业伤害等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开展一

站式联合调解服务；同时不断完善在线

调解平台建设，优化调解流程和时限，

帮助双方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自愿达

成调解协议。

“ 当 事 人 还 可 以 申 请 对 调 解 协 议

进行仲裁审查或者司法确认，经过审

查 或 确 认 后 ，可 以 申 请 法 院 强 制 执

行。目前，全国已有近 1000 家这样的

调解组织，我们还将持续推进。”李新

旺表示。

（新华社北京 5月 5日电）

晴 日 暖 风 生 麦 气 ，绿 阴 幽 草 胜 花

时。

告别美丽的春天，立夏来到面前。

如果说，春是生的季节，是花的姹紫嫣

红，那么夏便是长的季节，是叶的绿意

葱茏。万物生长，人有“成人礼”，立夏

便是万物的“成物礼”，让人感受到大自

然的盎然活力。

正如《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云：

“夏，假也，物至此时皆假大也。”《尔雅》

曰：“夏，大也。”“假”是盛大的意思，季

节交替中，一夜微风催走春的身影，夏

天的号角已经奏响。立夏俗称“四月

节”，是标示万物进入旺季生长的一个

重要节气。

古人爱立夏，写下无数佳句诗篇，

藏在史籍的字里行间。它们犹如散落

在历史长河里的星辰，从中华上下数千

年岁月中缓缓流过，至今熠熠生辉。其

中，陆游曾作过三首立夏诗，将人们对

春夏更迭的感情、立夏的时令风物刻画

得淋漓尽致，今人读来都颇有意趣。

立夏前两三日，陆游不忍春逝，有

些伤春惜春之情，作诗写尽内心愁绪，

曰：“余春只有二三日，烂醉恨无千百

场。芳草自随征路远，游丝不及客愁

长。”

到了立夏这一天，诗人见春深迟暮

生已成、夏初万物长蕃秀，精神为之一

振 ，对 生 机 勃 勃 的 立 夏 猛 生 好 感 ，又

曰：“赤帜插城扉，东君整驾归。泥新巢

燕闹，花尽蜜蜂稀。槐柳阴初密，帘栊

暑尚微。日斜汤沐罢，熟练试单衣。”

立夏过了十余日，陆游还沉浸在万

物风华并举的喜悦里，他写道：“争叶蚕

饥闹风雨，趁虚茶懒斗旗枪。林中晚笋

供厨美，庭下新桐覆井凉。堪笑山家太

早计，已陈竹几与藤床。”这一时节，他

观蚕事，试茶艺，品尝晚笋，坐梧桐树下

纳凉……寥寥几句诗，将山里人夏天那

清凉自在又充满烟火气的生活，刻画得

入木三分，意境优美，明白如话。

陆游的立夏“一键三连”，足见其对

这一节气的喜爱。

“四时天气促相催，一夜薰风带暑

来。”立夏日，太阳到达黄经 45 度，气温

逐渐升高，万物生长旺盛。在古代，人

们会举行“迎夏”仪式，还会吃立夏蛋、

喝立夏茶，以祈求平安健康。

“立夏尝三鲜”的习俗，也深受人们

喜欢，意在庆祝初夏的丰收。其中，有

的地方品尝苋菜、蚕豆、黄瓜等“地三

鲜”；有的地方品尝海蛳、鲥鱼、河豚等

“水三鲜”；有的地方品尝樱桃、杏子、枇

杷等“树三鲜”，总之就是应季而食，舒

服度夏。

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

田兆元说，“尝鲜是立夏的主题，也是多

地的习俗。与秋收后即将来临的严冬

彻骨寒意不同，夏收时满目都是盎然绿

意。人们面对新鲜的蔬菜瓜果豆苗，品

尝冬春以来孕育的果实，庆祝一年中第

一次大规模的收获，体验的是物质丰富

的尝鲜快感，在内心升腾的更多的是惊

喜和愉悦。”

“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

时。”春天那色彩斑斓的百花所散发的香

气渐行渐远，在满目葱翠中，白裙飘飘的

夏季带着瓜果香翩跹而来。季节更迭，

周而复始，呈现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力

量。“春争日，夏争时”，随万物灼灼成长，

迎接更好的自己，才终不负时光。

（新华社上海5月5日电）

补短板 强规范
—多部门为新业态劳动者加快撑起“保护伞”

新华社记者 姜琳 刘巍巍

立夏：

芳菲随春去 碧绿入夏来
新华社记者 杨金志 郭慕清

立夏节气，各地农民抢抓农时开展各

项农事活动，田间、地头一片忙碌景象。

图为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龙山县石羔街道干比社区，农民在

田间耕作，准备插秧（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立夏至

农事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