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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磊

  早上6点多出车，晚上11点收车，除去三顿饭，一天大约有

16个小时在路上。在北京开网约车的司机郑师傅告诉《法治日

报》记者，每天这么长时间工作，自己感觉特别累，回到家就想

直接躺下。

  记者近日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北京租车开网约车的司机，有

不少人一天开车十四五个小时。据公开报道，有一些在上海开网

约车的司机，甚至一天24小时都在车上，困了就睡，醒了就干。

  一般人认为，像这样拼命开车，挣到的钱自然也会多，但

事实并非如此。综合记者采访的数十名网约车司机，扣除租车

费、房租、充电费等成本后，司机的普遍月收入在6000元至8000

元之间，换算下来跑一公里挣不到1.5元。

  受访专家认为，这种现象折射出平台劳动者在现有劳动基

准法保护体系下的制度空缺。对此，当下最重要的是要通过立法

拓展劳动基准法的保护对象，特别是在当下平台劳动者与平台

关系大范围突破了劳动关系属性的背景下，确认劳动基准的权

利保障属性，拓宽劳动基准法的适用范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跑车十六小时

净收入三百元

  6月初的一天，在北京市北四环外一条林荫道边，记者作为

乘客和采访者坐进了郑师傅的汽车里。他告诉记者，自己今年

50多岁了，租住在北京市北五环外一个城中村里。2018年春天，

他一脚油门“驶”进了网约车行业，因为没有北京户口也没有在

北京参保，他只能在租车公司租一辆京牌轿车用于开网约车。

  1天工作16小时是什么概念？

  郑师傅举例说，6月7日，他早上6点出门，在村里的早餐店

买了一屉包子作为早餐，然后上线某网约车平台。第一单很快

派给他，短途，他收到车费17元；接着又接到一个8公里的订

单，收到车费22元……这期间他一直在车上从未停止接单。

  到下午两三点时，他实在饿了，趁着跑完一个订单赶紧下

线，在附近找了一家饭馆花18元吃了一碗面。当天晚上11点，

他结束一天的网约车工作，回到村里随便吃了点，然后回到自

己的住处。等处理完家里事，洗漱完上床睡觉已经是夜里一两

点，而四五个小时后，他又要起床开始工作。

  郑师傅告诉记者，那天他的收入流水是800多元，除掉当

天的成本，净收入大约300元，而当天收入最高的一个订单是

乘客从海淀区清河镇到丰台区宋家庄，车费是80多元。

  郑师傅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租住的房子一个月800元，加

上水电费后900多元；租车费一年6万元，一个月合5000元；每天

的油费是一百四五十元；每天的饭钱、烟钱等在80元左右；给

车上保险、保养等，平均一天大约40元，一不小心还会有磕磕

碰碰导致的维修费。

  “均摊到每天的成本大约是500元。”他说，一睁眼就要先

把这500元挣出来，多挣的部分才是他自己的，即使一天跑车

十几个小时收入流水六七百元，自己才挣一两百元。在这种情

况下，即使遇到限号的日子，他宁愿交罚款也坚持出车，“一天

不出车，不仅没有收入，而且500元的生活成本也没有着落”。

跑车时间增加

收入反而减少

  记者在乘坐网约车时采访多名司机，得到的类似回答都

是，凡租车开网约车的司机，基本一天工作时长在十四五个小时，比前几年在线时间长多

了。但在线时长增加，挣的钱却没有增加。

  来自东北的孙师傅在北京跑了多年网约车，目前每天跑车至少十四五个小时，一个月

基本无休。他说刚开网约车时平台派单，跑一公里能赚2元甚至更多，订单也多，还有平台

奖励，即使早上7点出车、晚上9点收车回家，一天的收入流水也在900多元，甚至1000多元。

但现在，他哪怕早上6点出车、晚上12点收车，一天的收入流水也很难到900元。

  “原因在于网约车平台把每公里的单价压得越来越低，以前每公里的单价合2元甚至

更多，现在每公里单价合1.4元至1.5元，派的订单数量也少，还没有出车奖励。”孙师傅说。

  在他的手机上，虽然下载了3家网约车平台的终端，但孙师傅认为，平台多了对司机并不

是什么好事儿。乘客是多平台叫车，平台之间会互相压价，总有平台显示的价格更低，而乘客

总会选择最低价下单，结果就是司机端的收入减少。有的平台之间还会卖单，比如乘客在甲

平台下单，甲平台接单后会将订单转给乙平台，乙平台将订单派给司机，在这个过程中，甲平

台和乙平台都会按照比例抽成，司机端收到的费用和乘客支付的费用之间会有不小的差距。

  孙师傅感慨地说，从车主到租车公司，再到各大平台等，都指着网约车司机挣钱，“我

们养活公司和平台，可快养不活自己一家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王天玉认为，网约车司机长

时间工作是多因一果。

  他说，网约车是按单计酬工作方式，所以为了获得收入，就要持续接单，这也使网约车

司机愿意投入更长的时间。此外，网约车每天还有相应的成本，包括平台的抽成、司机的生

活开支、收入预期等。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吴文芳认为，部分网约车司机一天工作十五六小时，甚至为

节约成本在车上吃住，这种以严重损害休息权和健康权的工作方式，与缺乏相应的强制性

劳动基准法予以规范有一定关联。

  她解释说，传统的劳动关系受劳动基准法保护，有最高工作时间的限制，劳动者也有

权获取加班费。但现阶段平台劳动者与平台关系有多种，如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则网约车

司机当然受工作时间的劳动基准保护；但若网约车司机与平台之间是众包用工的性质，平

台对于网约车司机仅仅是算法控制并未在此之外施加劳动管理，一般认为双方之间属于

民事关系；若网约车平台对网约车司机实施一定程度的劳动管理，但并未达到劳动关系所

要求的从属性强度，则应被认定为不能完全符合劳动关系情形。

  在吴文芳看来，尽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指引》中明确提出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包括当日累计接单时间和适当考虑劳动者必要的在线

等单、服务准备、生理需求等因素确定的宽放时间”。但是一来这份指引并不具有强制性的

法律效力，二来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对后两种关系法也无法适用劳动基准法规定。

完善相关法律

保障合法权益

  根据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交通运输新业态从业人员权益保障工

作的意见》，各地相关部门要督促网约车平台企业科学确定驾驶员工作时长和劳动强度，

保障其有足够休息时间。督促网约车平台企业持续优化派单机制，提高车辆在线服务期间

的运营效率，不得以冲单奖励等方式引诱驾驶员超时劳动。

  在此之前，也有不少网约车平台发布驾驶员防疲劳驾驶规则，旨在通过技术手段有效

防止疲劳驾驶。

  在王天玉看来，这就是整个行业面临的矛盾现状，既要保障司机的合理休息权利，防

止他们过劳，又要保障他们获得合理的收入，但这又需要他们足够的在线时间。如果把网

约车行业看成一个大蛋糕的话，本质问题就是增福利和分蛋糕的事情。从增加福利的角度

来看，工会等能够提供劳动福利的机构，可以设立司机之家之类的站点，为网约车司机提

供喝水、休息等服务。

  “从分蛋糕的角度来看，可以考虑通过政府引导的方式，出台政策引导平台降低管理

成本和运营成本，增加司机在整个收入分配当中的比例，让网约车行业的跷跷板达到一种

平衡，或者向司机倾斜。”王天玉说，同时应当落实国家政策，发挥工会参与的集体协商机

制作用，通过网约车平台、行业协会、工会用集体协商的方式，实现合理的收入分配。

  吴文芳认为，当下最重要的是要通过立法拓展劳动基准法的保护对象，工作时间的强

制适用不应拘泥于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无论是民事关系抑或不能完全确认劳动关系情

形，只要有劳动给付的行为，就应当有劳动基准如工作时间、休息休假以及劳动安全卫生

保障等给予网约车司机相应法律保护。

  “劳动基准法保护的目标不只是有劳动关系劳动者的休息权、健康权，而是只要提

供劳务者就应当在工作环境和工作时间等方面享受法律强制性保护，其背后的法理基

础不只是劳动权的保障。特别是在当下平台劳动者与平台关系大范围突破了劳动关系

属性的背景下，确认劳动基准的权利保障属性，拓宽劳动基准法的适用范围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吴文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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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进“老虎口”压沙造林 创设生态警务室联防联控 深化法治宣传共护绿色家园

甘肃公安打防管控治为了“一片沙”

□ 本报记者   周文馨 赵志锋

□ 本报通讯员 李军旭

  东边是沙，西边是沙，北边还是沙。翻

开中国地图，地处甘肃河西走廊东北端的武

威市民勤县，就像一个不规则的楔子，将中国

两大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隔开。

  这个楔子不大，却少不得。若是丢了这

道屏障，腾格里与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将连成

一片。一旦两大沙漠在此“握手”，民勤绿洲

将不复存在，河西走廊乃至西北地区重要生

态屏障也将失守，

  一部民勤志，半部治沙史。阻止两大沙

漠合围，“确保民勤不成为第二个罗布泊”的

重任就落在了武威人民身上。

  武威市处于全国荒漠化防治的最前沿，

也是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区域，境

内危害严重的风沙口有286个，生态环境极

其脆弱，生态地位极其重要。

  在重点林区设立“生态警务室”、严厉打

击生态领域违法犯罪、“一茬接着一茬”压沙

造林……撸起袖子加油干，齐心协力保生

态，无论是出自本土管辖还是乡土情结的考

量，武威市公安机关都将“防沙治沙护沙”理

念践行始终，初心如磐。

义务压沙封沙育林

身体力行捍卫绿洲

  盛夏时节，石羊河畔的河水显得分外清

澈，岸边的草地翠绿欲滴，沙枣花香弥漫两岸。

  石羊河，这条发轫于祁连山区的生命之

河，出山后一路向北奔向两大沙漠，孕育了

武威绿洲的千里沃野。

  它是武威的母亲河，更是民勤的母亲河。

  一大早，武威市公安局森林分局石羊河

派出所小西沟林区警务室的民警便开始了

一天的工作。

  “刘场长，天气热了到林区游玩的人也

多了，我们一起去巡查下。”石羊河派出所所

长占发源喊上石羊河林业总场下房子林区

刘场长一起前往林区。

  驱车巡查途中，占发源发现远处河畔有

一个黑色物体，便说：“走，去看看是啥东西。”

  走近一看，原来是一袋垃圾。占发源提起

垃圾扔到车上，然后从车上拿了一个垃圾袋，

戴上手套，开始捡拾草地上的垃圾。

  “这些垃圾一定要拾掉，民勤的风沙大，

一刮风，这些垃圾可能就飞到石羊河里了。”

占发源一边捡拾垃圾一边告诉同行的《法治

日报》记者，“石羊河是我们的母亲河，一定

要保护好”。

  2023年10月31日，武威市公安局组织干

警职工170余人，来到腾格里沙漠南缘的古

浪县压沙点参加秋季压沙活动。

  连绵起伏的沙丘上，全体干警职工顶着烈

日骄阳，争先恐后地投入压沙劳动中，原本一望

无垠的戈壁滩，被一块块草方格牢牢锁住，压沙

现场呈现出一片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

  “参与义务压沙劳动让我们更深切体会到

绿色家园的来之不易。”武威市公安局政治部

民警李德峰说，活动不仅增强了民警的环保意

识，也充分展示了公安机关的责任担当。

  民勤县昌宁镇四方墩青梭公益生态林

基地是武威市公安局义务植树指定区域，这

里曾是民勤绿洲西线最大的风沙口，起风

时，黄沙飞舞，流沙肆虐，附近百姓如同在虎

口求生，因此又称为“老虎口”。

  每年冬春季节，武威市公安局会组织民

辅警一次次向“老虎口”沙漠腹地挺进，与干

部群众一起创新实施“沙障+梭梭”压沙造

林、滩地造林和封沙育林等治沙措施，一代

接着一代干，一茬接着一茬干，在漫天黄沙

中种下一片片新绿。

  据了解，近3年来，武威公安完成义务压

沙造林0.63万亩，义务植树37.8万株，干部职

工义务植树尽责率达99.8%。

  如今的“老虎口”，整齐划一的草方格在

沙漠中不断延伸，网格状沙障和成千上万的

梭梭、红柳渐次铺开，沙海绿洲，生生不息。

源头管控齐抓共管

畅通行刑衔接机制

  “沙漠里有人用紫外线灯捕捉野生蝎

子”“有人在荒漠里挖野生锁阳、苁蓉”“有形

似‘老鹰’的大鸟受伤请求救助”……

  警情就是命令，对于危害沙漠生态安全的

违法犯罪活动，武威市公安机关实施集中打

击、整体打击、规模打击、精准打击，以实际行

动回应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期待。

  2023年8月，古浪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民

警在工作中获悉，海子滩镇村民朱某某涉嫌非

法猎捕、收购、贩卖野生蝎子。县公安局立即组

织森林警察大队、派出所等部门警力深入捕蝎

高发区域详细摸排、走访收集涉案线索。

  经过缜密侦查，周密布控，成功破获这

起非法猎捕、收购、贩卖野生蝎子案，现场抓

获犯罪嫌疑人2名，查获野生蝎子25.43公斤。

  当年8月底，民警联合县林草局、海子滩镇

等单位工作人员赶赴古浪县北部沙漠地区，将

查获的9万余只野生蝎子全部放归大自然。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野生蝎子在沙漠生

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是害虫的天

敌，有助于维持沙漠生态平衡。同样，野生锁

阳也是荒漠和半荒漠地区的珍贵植物。

  有一次，古浪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接

到线索，有人车内载有大量野生重点保护植

物锁阳。

  接报后，警方成立专案组，抽调精干警

力展开案件侦办工作。由于该案涉案人员较

多，且交易资金链、供应链复杂，盘根错节，

对办案民警造成极大考验。

  专案组成员日夜鏖战、抽丝剥茧，经过

数日奋战，最终抓获犯罪嫌疑人杨某某、朱

某某、谭某某，依法扣押野生锁阳3170公斤。

  民勤县公安局西渠派出所位于青土湖

边缘，所长闫国伦介绍，该所以“林长制+警

长制”为抓手，常态化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巡

查，打击生态环境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全力

为沙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走进西渠派出所，记者看到辖区群众李先

生送来的一面绣有“人民警察热情为民、破案

神速为民解忧”的锦旗。

  原来，李先生是青土湖一治沙科技企业

的负责人，他承包沙漠栽植梭梭，嫁植肉苁蓉，

发展沙产业。其公司用于防沙治沙的围栏网曾

经被盗。接报后，西渠派出所多次组织民警深

入沙漠腹地，对案发现场周边区域进行细致勘

查，最终将违法嫌疑人成功抓捕归案。

  武威市公安局森林分局局长刘武德向

记者介绍，近年来，武威公安积极探索构建

“林长+警长+生态警务室+生态义警”的工作

机制，在重点林区设立“生态警务室”10个，

与林业主管部门、涉林经营管理单位联防联

控，不断强化源头管控，形成齐抓共管执法

合力。同时落实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

作要求，畅通联合执法、信息交流、案件移送

等工作机制，形成保护森林草原及野生动植

物资源的强大合力。

  “生态警务室排查治安隐患、化解矛盾纠

纷、打击违法犯罪的作用发挥明显，辖区里

非法狩猎、开垦林地的现象这几年都不见了。”

石羊河林业总场生态护林员赵志龙说。

加强宣传主动预防

共同守护绿色家园

  今年春耕前夕，武威市公安局森林分局

石羊河派出所小西沟林区警务室民警马中

荣与同事们正在林区进行例行巡查，突然发

现远处有一股浓烟升起。马中荣立刻加快了

步伐，迅速向冒烟的方向赶去。

  到达现场后发现，原来是小西沟村的汪大

叔在自家耕地上焚烧农作物残余，虽然火苗不

大，但也存在火灾隐患。马中荣立刻上前制止

了汪大叔的行为，并用泥土将火焰扑灭。

  “汪大叔，您知道现在正处于防火期，野

外擅自用火一旦引发火灾，损失会非常大。”

马中荣耐心地向汪大叔解释道。

  汪大叔也意识到了错误，有些惭愧地

说：“哎呀！我平常确实没有太在意这些，真

是太粗心了，以后不会了。”

  民勤县公安局环河派出所辖区内资源

丰富，共有林草资源5600多公顷，林下可燃物

载量大，尤其是周边农事用火、群众野外踏

青等现象，极易引发火灾。马中荣告诉记者，

沙漠绿洲生态原本就十分脆弱，一旦发生火

灾，无疑是雪上加霜。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才

能守护好来之不易的生态治理成果。

  “暮春时节，风干物燥。武威森林公安提

醒广大市民，不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吸烟

野炊，不在林区烧荒、焚烧垃圾，自觉做到文

明祭祀，共同守护好绿水青山！”每年清明节

前夕，武威市公安局森林分局都会向全市市

民发出短信提醒。

  据武威市公安局森林分局副局长谢文

刚介绍，武威推动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由被

动式防御向主动式预防转变近10年来，全市

林区重大森林草原火灾、涉毒事件、安全事

故、涉林群体纠纷实现了“零发生”，有效确

保了沙漠边缘绿色生态安全。

  辖区内的石羊河国家湿地公园作为鸟

类迁徙线路上重要的栖息地和营养补给地，

每年有2万多只水鸟在此越冬和栖息。

  “大家一定注意用火安全，严防发生火

灾。遇到保护动物，千万不要去捕捉伤害，咱

们共同维护好绿色家园。”

  2023年国庆节期间，环河派出所组织民辅

警在“亚洲最大的沙漠水库”红崖山水库及周边

开展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活动，向游客、村民

宣传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教育群众不

猎捕、不杀害、不食用野生鸟类，不乱采乱挖。

  在办理一起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犯罪

案件的过程中，民警不忘向围观的广大群众宣

传，除锁阳外，河西走廊地区较为常见的苁蓉、

黑果枸杞、发菜、甘草等野生植物也是国家重

点保护植物，采挖均是违法犯罪行为。

  红崖山水库附近村民刘奶奶竖起大拇

指说：“现在环境越来越好了，来旅游的人也

多了，派出所民警经常来给我们讲一些保护

环境、保护动物的知识，提醒大家共同保护

好生态环境。”

联合整治源头治理

堵塞漏洞巩固成果

  2020年以来，全市公安机关共破获危害生

态 安 全 刑

事案件323起，

移送起诉503人，依

法收回占用林地2000

余亩，扣押国家二级保

护植物5000余公斤，救助

国家一、二级和“三有”保护

野生动物150余只。

  全市公安机关持续落实

“护航警官”制度，在重点企业、

园区设立了38个警务室，开展常

态化调查走访，今年以来共走访辖

区企业83家，成功调处涉企矛盾纠

纷38起，破获涉企经济类刑事案件39

起，为受害群众和企业挽回经济损失

1500余万元。

  青土湖水域面积扩大到27.65平方

公里，全市沙漠化土地较2014年减少21.8

万亩，荒漠化土地减少145.8万亩。

  一份份成绩单的背后，凝结着武威市

百万干部群众辛勤的汗水。

  在武威干部群众的努力下，曾经干涸了

半个世纪的石羊河终端湖青土湖重现碧波，如

今草木茂盛、湖水荡漾、飞鸟栖息，在大漠深处

形成一个天然的沙漠傍湖、湖养沙漠的美景。

  不负青山、不负人民。从三北防护林到

治沙护沙，再到退耕还林还草，“防沙治沙”

工作中，武威公安始终是参与者和主力军。

  长期关注民生领域的甘肃律师刘斌民

评价说，武威公安在防沙治沙法的框架下，

积极探索创新“防沙治沙护沙”工作新机制，

护航沙漠生态安全，体现了武威公安对防沙

治沙法等法律法规的严格遵守和积极实施，

表明武威市在防沙治沙体系上日臻完善，防

沙治沙工作走上了法治化轨道。

  “正所谓‘治’进一尺，沙退一寸。”刘斌民

说，防沙治沙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维护

国家生态安全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具有长期

性、艰巨性、反复性等特点，特别是当前沙化

土地治理难度和巩固成果压力不断加大，

防沙治沙面临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对此，武威市公安机关在严厉打击破坏

沙漠生态、造成土地沙化的违法犯罪行为的

同时，对打击工作中发现的漏洞和监管问

题，及时通报行政主管部门，联动开展打

击整治行动，积极推动源头治理，及时

堵塞漏洞、消除隐患，巩固治沙成果。

  “全面落实‘打、防、管、控、治’各

项工作措施，在破案攻案、安全防控、

源头治理、智慧应用上全面发力，加

快形成和提升森林公安新质战斗

力。”刘武德表示，全市公安机关将

以“专业+机制+大数据”为牵引，充

分发挥“生态警务室”防范违法犯

罪的“桥头堡”和化解矛盾纠纷

“前沿地”作用，推动生态公共安

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

坚决守牢生态安全稳定底线，

为全市生态安全体系建设稳

步发展注入强劲公安力量。

漫画/高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