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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劳动权益，他们为职工发出“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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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今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结

合履职实际，精心准备议案和建议。其中，提高个税起征点、保障劳动者离线休息权、加

强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等成为热点话题。

针对当前劳动者渴盼更多休息休假时间的

呼声和期待，今年全国两会的多位代表委员发

声，呼吁“保障劳动者离线休息权”，建议“将离

线休息权入法，提高企业隐形加班违法成本”。

“离线休息权”指劳动者在工作时间之外，

拒绝通过数字工具进行工作联络或处理工作事

宜的权利。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主任吕

国泉准备了一份《关于保障劳动者离线休息权

的提案》。吕国泉认为，“时刻在线”让劳动者困

在工作系统中，身心健康受到影响。因此他在

提案中建议，加强顶层设计，在劳动立法层面引

入离线休息权。同时，修订标准工时，对线上加

班和工时补偿作出明确界定。厘定线上线下工

作时间边界，针对依托网络工作时间不固定、工

作强度大的岗位作出工作时限的制度性安排。

将当前以工资为重点的集体协商拓展为包括工

时等劳动基准在内的综合性集体协商，综合考

虑线上加班频率、时长、工资标准、工作内容等

因素酌情认定加班费。指导用人单位在劳动合

同中列入界定、补偿离线休息权的条款，约定线

上加班补偿标准。

在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嘉城建设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张晓看来，由于“隐形加班”往往发

生在非工作时间、非工作地点，用人单位利用微

信群等安排工作任务，要求从事或回复与工作

相关的事项，不仅用人单位难以实时监督管理，

劳动者亦难以举证证明其加班时长，导致部分

劳动者加班费难以认定。

今年 2 月，最高检、全国总工会联合下发

《关于协同推进运用“一函两书”制度保障劳动

者权益工作的通知》，预防和化解劳动领域矛盾

纠纷，及时纠正用工违法行为，特别是推动根治

欠薪、违法安排超时加班等社会关注问题，切实

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一函两书’作为一种

源头治理、预防在前的法律监督措施，对于保障

劳动者合法权益，预防化解劳动用工风险，推动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具

有重要意义。”张晓代表建议，在检察监督与“一

函两书”衔接协作方面，检察机关可就发现或掌

握的劳动用工违法线索与工会及时会商，推动

问题解决。对于治理“指尖上的加班”问题，检

察机关可根据具体情况依法启动法律监督程

序，或向有关单位和部门提出检察建议，促进依

法行政。

“目前，我国工时和带薪年休假制度落实

效果不理想，对青年劳动力保障不够。”针对

我国劳动人口存在“没假休”“不能休”“不敢

休”等情况，今年，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

政区立法会议员霍启刚拟提交一份《关于落

实完善工时与带薪年休假制度，促进国民经

济循环，提升人民幸福感》的建议。他建议强

制实施带薪年休假相关政策，完善企业违反

法律责任的规定，强化对企业年休假执行的

约束。同时，他建议，对现行《职工带薪年休

假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三条关于年休

假天数的规定进行修改，按工龄计增带薪年

休假天数——职工累计工作已满 1 年不满 10

年的，首两年每年 5 日，之后每年加 1 日，递增

至最高10日。

霍启刚建议，相关部门应出台细则，规定非

特殊情况禁止企业协议取消职工年休假，对企

业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年休假的情形作

出明文规定。相关部门需加大执法检查力度，

将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作为劳动保障监察的重

点内容。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海尔洗衣机有限公司

喷粉工序长卢跃富今年也准备一份关于落实产

业工人带薪年休假的提案。他认为，从目前来

看，我国带薪年休假制度落实情况向好，但还是

滞后于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我国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匹配。“一方面是部分企

业没有落实带薪年休假，另一方面是部分产业

工人对带薪年休假并不了解，在他们看来，休年

假没有保底工资，为了工资只能放弃休假，还有

一种情况是部分产业工人处于企业重要生产岗

位，休年假期间面临没有人接替工作，也只能放

弃休假。”卢跃富说，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多措

并举推动带薪年休假的落实。

为此，卢跃富建议，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建立监督机制，加强带薪年休假相关宣传，提

高产业工人保障自身权益意识；鼓励发展假

日经济，柔性引导带薪年休假制度落实；培养

更多高技能人才。

依托互联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

机等新业态劳动者正在创造着新的价值和生活

方式。但事实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方

式是多元、灵活的，因此在权益保障上存在着某

种不确定性，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新挑战：工伤保

险、社保待遇难落实；法律关系难以认定；成长

通道不畅通等。

当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就业保障尚有

一些亟待完善的地方。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

政协副主席、民盟江西省委会主委辜清建议，

进一步鼓励和督促平台企业落实用工主体责

任，为从业人员提供包括意外医疗等必要的商

业保险支持，推广困难帮扶互助保障基金等。

同时，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行政、司

法保护，支持快速维权，降低劳动者诉讼成本，

更好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共同推动构建和谐劳

动关系。

“是否可以探索逐步落实工伤保险、社保待

遇，提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保率。”作为一名

基层劳动者，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出租汽车有

限责任公司第二分公司驾驶员殷其龙建议，推

动企业与劳动者明确劳动关系，推动平台合法

用工，同时，给予新业态劳动者更多参加职业技

能培训的机会，畅通成长通道。针对侵犯劳动

者合法权益的问题，检察机关可以运用检察公

益诉讼等职能，从源头上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检察机关可以会同法院、工会、人社等部

门，共商解决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护中的痛点、

难点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米易县普威

镇独树村党总支书记王永兰告诉记者，希望检

察机关可以向社会公布一些典型案例，做好普

法工作，让快递员、外卖骑手等劳动者学会用法

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月3日，一则关于“董明珠再建议提高个

税起征点至1万”的话题引发热议，全国人大代

表、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关于提高工人个税起征点，我今年还是

要提，我们 5000 元起征点已经好多年了，现在

确实要提高了。”

自2003年起，董明珠已经连续5届当选全

国人大代表。据统计，在她历年提交的两会建

议中，关于个税起征点的建议被多次提及。

今年，她提出，可将个税起征点由 5000

元/月提升至 10000 元/月，在全年应纳税所得

额分级最高档 96 万元/年的基础上增设一档

200 万元/年（对应税率 50%-55%），同时进一

步优化调整超额累进税率的层级、级距，促使

减税向中低收入倾斜。同时，完善税收的监

督机制，加大对非工资性收入的税收征管力

度，创新税收监管机制，依托税收大数据精准

分类监管，严厉打击偷税漏税等触犯税收公

平性原则的事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共同

富裕。

不仅董明珠，全国人大代表、盐津铺子董事

长张学武今年带来了《改善居民收入预期，激活

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建议。其中，他建议将个

税起征点提升至8000元，增加普通收入人群的

实际收益，提振消费信心。

张学武提到，对于低收入人群，个人所得税

边际影响小，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增加个人补贴，

能更好地起到促进消费的效果。对于中等收入

人群，可以考虑扩充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

除”范围、提高“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等方式，利

用减税增加税后收入促进消费。

据此，张学武建议，要持续改善和提升就

业，提高居民工资性收入；放开农民住宅流转交

易和抵押，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加强城市保

障性住房供给通过个人补贴和减税增加居民收

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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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自央广网、中青网、检察日报、经济日报、中新经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