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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人社部、最高法联合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

争议典型案例，旨在通过以案释法引导裁判实践，提

高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案件办理质效。

放眼大街小巷，外卖小哥穿梭，为用户送上美味；

浏览直播平台，主播推荐商品，观众踊跃下单……近

年来，新就业形态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促进就业选

择多元化、增加群众收入的重要渠道。但是，随着从

业者数量快速增长、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新就业

形态领域出现劳动关系不明确、“假外包真用工”等弊

端，引发一系列劳动争议。

此次公布的典型案例覆盖平台经济主要行业类

型和常见用工方式，坚持“事实优先”的劳动关系认定

原则，明确“从属性+要素式”劳动关系认定思路，对符

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认定标准作出规范。比如案

例中，某公司要求劳动者本人驾驶车辆，对其发送工

作指令、监控工作情况，依据公司规章制度进行奖惩，

应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某外卖平台对接单时间、

接单量均无要求，劳动者自主决定工作时间及工作

量，不足以认定劳动关系等等。这些典型案例的公

布，有望为今后处理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指明方向，

对实现平台经济良性发展与劳动者权益保护互促共

进具有重要意义。

但也要认识到，典型案例只能提供参考，实践中

往往会遇到更为复杂情景，不能一味生搬硬套。例

如，有些平台名义上对劳动者工作表现不作要求，似

乎符合“不构成劳动关系”的认定，可如果劳动者完不

成一定工作量，就会被减少派单量、降低订单提成，变

相要求劳动者服从管理，这一事实是否应作为构成劳

动关系的依据？因此，厘清平台或企业与劳动者之间

的权责义务，需要综合考虑劳动管理程度、劳动者自

主决定程度等诸多要素，防止出现“糊涂账”。职能部

门应在吸取既往治理经验基础上，持续完善相关法律

政策和执法标准，让劳动关系认定更加清晰，更好引

导平台或企业依法规范用工、劳动者理性维权。

快递小哥不慎发生交通事故，一时间失去收入来

源；天气炎热，劳动者长时间户外劳动，因缺少防暑降

温用品增加中暑风险……筑牢新就业形态发展底气，

除了依法明确劳动关系外，也要正视劳动者工作中面

临的现实难题，多措并举解决劳动者合理诉求。例

如，安徽省总工会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急难愁盼问

题“精准发力”，健全“法院+工会”诉调对接机制，协调

推动工会驿站建设，解决户外劳动者“吃饭难、饮水

难、休息难、如厕难”等痛点，先后向近 40 万人赠送职

工意外伤害互助保险，产生良好反响。以人为本，落

实常态化协调帮扶机制，加快打造高质量从业环境，

让劳动者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新就业形

态发展行稳致远。

促进新就业形态
行稳致远

梅 麟

■ 本报记者 罗 鑫 本报通讯员 朱 蕊

5月 31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郎溪经济开发区的

安徽祥明仪表机箱有限公司，车间内一片忙碌景象，

一件件成品经过打包后，发往全国各地。

“今年以来，市场逐渐回暖，1月至 3月实现应税收

入 2384万元，订单大幅增加，需要购入大量原材料，再加

上 4月初上马新能源项目，前期投资量大，我们遇到了流

动资金短缺问题。”该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东辉说。

郎溪经开区工作人员陈鹏得知企业的难题后，积

极协调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寻求解决途径。

“园区带着我们去协调担保手续，历时 7天走完程

序后，建设银行给我们授信 500万元，解决了难题。”王

东辉告诉记者。

同样位于该经开区的安徽方翔羽绒制品有限公

司因抵押物已全部抵押给其他银行，无额外信贷额

度，企业生产发展受到较大影响。今年 5月，郎溪县财

政局（金融监管局）获悉企业诉求后，发挥工作专班牵

头职责，协调中国银行向企业推荐“税源贷”产品，为

企业解决 5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需求。

“鸭绒是企业主要原料，需要大量进货，郎溪县财

政局帮我们对接银行。这款产品利率低，无需抵押

物，真是为我们企业解决了难题，也节约了企业融资

成本。”企业负责人朱文辉说。

近年来，郎溪县持续深入一线，开展助企纾难解

困专项行动，以优质的金融服务助企发展，打响“‘溪’

致入微”服务品牌。

该县通过定期举办“金融超市”活动，组织召开银

企对接会、为企服务专场会，搭建银企对接平台，拓展

中小企业融资渠道，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积极帮其解

决融资贵问题。

今年以来，郎溪县已举办“金融超市”活动 5次，提

供各类金融服务 100 余次，助力 92 家企业办贷 152 笔

6.49 亿元，且享受银行优惠利率，累计为企降息让利

1034.90 万元。全县新增 16 笔低担保费率担保贷款，

共计 1.11亿元，累计为企业降低担保费 54.38万余元。

下一步，郎溪县将凝聚金融力量，提升金融服务，

降低融资成本，持续优化金融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

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郎溪县助企发展出实招—

办“金融超市”
降 融 资 成 本

■ 本报记者 史 力 许昊杰

芒种将近，我省近 4300万亩小麦全面开

镰。作为粮食大省，安徽夏粮收成备受关注。

今年夏粮收成如何？如何确保颗粒归

仓？效益好不好？“三夏”时节，记者深入田

间地头，一探究竟。

夏粮收成如何？

—预计总产和面积“双

增”，丰收形势喜人

5月 31日，记者来到阜阳市阜南县，沿途

麦田一片金黄，处处丰收景象。“今年种了

600 多亩麦子，平均亩产跟去年基本持平或

略有增长。”站在田埂上，看着翻滚的麦浪，

快 60 岁的正宏家庭农场负责人刘正宏高兴

地说。

“没有持续下雨，下下停停，我一天三次

下地查看，没有霉变和穗发芽问题。”麦田

里，刘正宏随意摘下一株麦穗，在手里揉搓

后，向记者展示金黄饱满的麦粒。他拿起一

颗麦粒，在嘴里咬开，“咬下去硬、有响声，品

质很好！”

阜 南 今 年 全 县 小 麦 种 植 面 积 126.7 万

亩。据该县农技中心预测，平均单产 521.9
公斤，较去年增产，呈现面积和总产“双增”

态势。

滁州市也是小麦主产区之一，这里的夏

粮正在收割。“南谯区今年午季小麦约 18 万

亩，目前已经全面开镰，总产预计 6.8 万吨，

比去年增产超过 4%。”南谯区农业农村局局

长司义党告诉记者。

阜阳市是全国有名的“百亿江淮粮仓”，

常年粮食产量在 100亿斤以上。据该市农业

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全市小麦面积

约 776 万亩，预计总产超过 400 万吨，与去年

比，面积和总产也将实现“双增”。

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局副局长曹高飞

介绍，今年我省夏粮面积实现较大增长。去

年秋种，面对伏秋连旱，各地以超常规的工

作举措推动面积落实，做到应播尽播，高质

量圆满完成秋种。全省落实小麦面积超过

4290万亩。

曹高飞说，5 月中旬组织的 35 个小麦苗

情监测县（市、区）的 181个监测点预测产结果

显示，今年小麦产量构成三因素与上年比，亩

穗数略减、穗粒数增加、千粒重持平略增，预

计亩产持平略增，丰收形势喜人。

如何确保颗粒归仓？

—科学调度加快抢收，

机收减损常抓不懈

5 月 31 日下午，省农业农村厅印发紧急

通知，要求迅速组织机具投入抢收，并全面

启用 1.74 万台烘干机，减少产后损失，确保

夏粮颗粒归仓。截至 6 月 1 日，全省已收小

麦面积 917万亩，进度为 21.4%。

麦收最怕遇到“烂场雨”。5 月底，我省

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对麦收产生不利影响。

如何克服不利天气，把丰收在望变为丰收到

手，令人关注。

涡阳县是优质小麦产区，6 月 1 日，这里

的小麦还没有大面积开镰。据涡阳县农业

农村局党组成员程效飞介绍，前几天降雨影

响不大，仅有极少数倒伏小麦出现零星穗发

芽现象。“预计本县 6 月 3 日后开始集中收

割，已经做好详细周密的抢收安排，确保颗

粒归仓。”程效飞说。

“根据天气预报，5 月 26 日到 27 日早晨

我们赶在雨前抢收，最终抢收了近 1500 亩。

现在这两天天气晴好，我们继续通宵抢收，

投入大小机器 400多台，争取早日把小麦入

库。”阜南县雨露农业科技种植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侯家生告诉记者。

阜南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农

机发展中心主任朱军向记者介绍，

该县已出台应对连续阴雨天气加快小麦收割

应急预案，组建抢收服务队 76支，农机维修服

务队 28支。截至 5月 31日，全县已投入联合

收割机 1703台，抢收小麦 33.41万亩，占应收

面积 26%，预计 6月 4日前可收割完毕。

今年“三夏”期间，全省计划投入联合收

割 机 20 万 台 左 右 ，机 收 率 稳 定 在 98.5%以

上，力争用 10天左右时间基本完成小麦抢收

任务。利用皖南、皖北小麦成熟时间差，各

地强化机具调度，组织好“北机南下、南机北

援”行动，确保机械“调得出、回得来”。

“针对降雨影响，一是要科学调度、加快

抢收。二是加强抢烘、减少损失。”省农业农

村厅农机管理处处长陈发明表示，我省已要

求各地农机部门根据小麦成熟度和收获进

度，提前安排，抓住降水间歇期集中突击收

割。充分调动各类拥有烘干设备的企业和

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积极性，帮助种粮大

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民群

众减少产后环节粮食损失。

“大赛现在开始！”6月 1日上午，安徽小麦

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活动在阜南县阜蒙农场

举行。伴随着隆隆声响，10台小麦收割机开足

马力，在麦浪中驰骋。经过激烈比拼，农机手

王广凭借 0.33%的损失率摘得冠军。“阜南小麦

126.7万亩，小麦机收损失率下降 1个百分点，

就可以‘增收’1260万斤左右。”朱军说。

减损就是增收。近几年我省强调提升收

获作业质量，效果突出。2022年全省小麦机

收损失率均低于 2%，农业农村部调研组多地

随机检测损失率均在 1.5%以下。今年，我省

机收减损工作将常抓不懈，通过举办机收减

损比武、现场会、培训班等方式，引导农户和

机手选择适宜机具、收割时间、留茬高度和收

割速度，落实机械作业操作规程和农艺措施

要求，推动机收作业精细高效、提质减损。

夏粮效益好不好？

—发 展 优 质 专 用 粮 提

效益，做好夏粮收购准备

从增产看增收，夏粮效益如何？

在刘正宏看来，效益不仅跟产量相关，

跟品种和品质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今年

用的小麦品种好，精细化管理程度高，产出

的小麦还可以当种子繁育，并且是软质小

麦，品质较高，所以价格相对贵一些。”刘正

宏说，从种植情况看，抗赤霉病效果好，生产

出来的面粉品质也好。

“预计每亩地小麦收入在 1600 元左右，

化肥、农药等每亩投入在 600元左右，加上地

租等支出，每亩地成本约 1000 元，小麦每亩

大约能挣 600元。”刘正宏给记者算了笔账。

让种粮农民有钱赚，才能调动农民积极

性，才能稳产高产，才能端稳中国饭碗。采

访中，记者了解到，为提高小麦种植效益，发

展优质专用粮加集成推广科学种植模式，已

经成为主产区普遍的做法。

以涡阳县为例，今年优质专用小麦达 172
万亩，通过订单模式，确保加工企业高于市场

价回收商品麦。成立全省首个小麦产业链联

合体——涡阳县小麦产业链联合体，探索小

麦全产业链运营新模式，推广全程托管服务，

为农户开展“供、耕、种、管、收、储、加工”的产

前、产中、产后一系列社会化服务。

阜阳市颍州区今年发展优质专用品牌小

麦 34.18万亩，实现了全覆盖。“重点推广 5个

小麦优质品种，组织 5家企业与种植主体签订

回收合同，实行统一供种和优质优价收购，承

诺收购价格每公斤高于市场价 0.2 元左右。”

颍州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马斐对记者说。

今年，全省优质专用小麦面积达 3452.2
万亩，占比超过 80%。

价格直接关系效益。据已收获的南方

麦区反映，今年小麦普遍增产，但价格较上

年有所降低。预计皖北主产区小麦上市

后，价格还会波动。做好夏粮收购，事关

农民切身利益。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预测，今年全省

夏 粮 收 购 量 约 231 亿 斤 ，同 比 增 加 1.2 亿

斤。从 5 月 29 日起，我省已启动省级储备小

麦轮入和增储收购，同时加强省市县政府储

备小麦收购三级联动，积极发挥政府储备价

格市场引导作用。

“省里关于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工作准

备的通知已经下发，指导市县申报小麦最低

收购价收储库点，随时做好托市收购准备，守

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省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准备粮食收购仓

容超 361亿斤，农发行安徽省分行已准备夏收

资金 200亿元，夏粮收购仓容、资金充足。

题图：5 月 31 日，蒙城县 190 余万亩小麦

陆续开镰。当地合理调度各类农业机械，开

展抢收作业，确保颗粒归仓。

本报通讯员 胡卫国 摄

“三夏”三问

■ 本报记者 许昊杰

当前，“江淮粮仓”迎来麦收时刻。我省

众多小麦产区接连开展小麦机收减损“大比

武”，引导种植主体和作业主体注重机收质

量，营造全社会关注机收减损和农机安全生

产的浓厚氛围。

6 月 1 日上午，在阜南县阜蒙农场，安徽

小麦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活动在这里举行，

10名农机手现场比拼。

“机收减损技能大赛现在开始！”一声令

下，伴随着隆隆声响，10台小麦收割机开足马

力，在麦浪中驰骋。在农机手娴熟操作下，麦

粒“尽收囊中”，多余的茎秆从车尾撒出。

收割过后，各裁判小组对每名选手的作

业区域，随机选定取样区，收集其中的麦穗

和麦粒，遗落的麦粒越少，损失率也就越小。

“本次‘比武’不光是比速度，还要比‘粮

食损失率’和‘农机操作技能’高低，考核选

手们在收割作业过程中的效率、损失率、割

茬高度等情况。”作为本次比赛的裁判员，阜

阳市农机推广站站长郭佑彪告诉记者，小麦

抢收中，不仅要收得快，还要收得好、损失

少，并要考虑下茬作物的播种条件。经过激

烈比拼，10 号农机手王广凭借 0.33%的损失

率获得冠军。

为什么损失率这么低？“机器是关键。”

已有 16年农机操作经验的王广对记者说，如

今收割机已更新换代，效率高、损失率低，现

在要在麦茬里仔细找，才能看到少许麦粒。

“除了农机手自身技术和机器升级，机

器的保养也很重要。参加比赛前，机器内部

的鱼鳞筛等组件，我都重新保养了。”王广向

记者分享获胜“秘诀”。

记者了解到，今年阜南县小麦种植面积

126.7 万亩，其中优质小麦 120 万亩，建设品

牌小麦生产基地 65 万亩。据该县农技推广

中心预测，全县小麦平均单产 521.9 公斤，较

上年增加 2%以上。

“不仅要做好小麦抢收，更要把机收损

失率降下去，做到颗粒归仓。”省农业农村厅

农机管理处处长陈发明表示，我省小麦种植

面积近 4300万亩，如果采取措施让小麦机收

损失率平均下降 1个百分点，按平均亩产 800
斤估算，可减损 3.4 亿斤以上，推进收获减损

对于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麦田变“赛道”减损论“英雄”

从省委一号文件看农业强省之路从省委一号文件看农业强省之路④④

我省近4300万亩小麦全面开镰，本报记者深入田间地头访农情——

▶ 6月 1日，濉溪县 205万亩小麦开镰，农民朋友笑迎丰收。

本报通讯员 范胜明 摄

◀ 6 月 1 日，利辛

县阚疃镇宋圩村组

织机收小麦。

本报通讯员
刘勤利 王启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