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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 雷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雷 宇

电子烟因富含“科技感”，赢得不少

年轻人青睐。然而，一些不法分子也盯上

了电子烟，在其中添加毒品，用“加料电

子烟”毒害青少年，依托咪酯便是其一。

近日，湖北省崇阳县警方捣毁一跨省

运贩依托咪酯团伙，缴获含依托咪酯电子

烟弹 380余个，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 7名。

依托咪酯是什么？其滥用会对人体带

来哪些危害？该如何防范依托咪酯电子烟

流向年轻人？本报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

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

据警方介绍，依托咪酯是一种不溶于

水的白色粉末状物质，是一种短效的非巴

比妥类静脉全身麻醉类处方药，在临床

上主要用于全麻诱导，也可用于短时手术

麻醉。

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依托咪酯滥用

现象，有不法分子将其添加到电子烟中售

卖给年轻人。在此背景下，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

合发布 《关于调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

录的公告》（2023年第 120号），将依托咪

酯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并于 2023
年 10月 1日起施行。

不过，制售依托咪酯电子烟的势头似

乎并没有减弱。

近日，崇阳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民警在

工作中发现，辖区有人进行依托咪酯交

易。掌握这一情况后，该队民警在犯罪嫌

疑人可能接头的地点严密布控和蹲守，成

功抓获犯罪嫌疑人杜某、王某，现场缴获

30余个含依托咪酯的电子烟弹。

据二人交代，他们是从上线史某、李

某处购买的依托咪酯，准备再分销给散

客。根据这一线索，民警让杜某、王某联

系其上线史某、李某进行交易，准备对二

人进行抓捕。

“当时李某准备携毒品、毒资逃跑，

民警在抓捕他的过程中，他身上的小包被

扯破，包里的现金和电子烟弹散落一地。

经过清点，共计 7万余元现金及 350余个

含依托咪酯的电子烟弹。”崇阳县公安局

禁毒大队办案民警李警官说。

随后，经研判，警方挖出一个制作、

贩卖依托咪酯的犯罪团伙，并先后前往江

西省宜春市、黑龙江省大庆市，开展收网

抓捕行动，犯罪嫌疑人刘某甲、刘某乙、

秦某全部落网。

至此，一个跨越三省的贩卖运输毒品

案件告破。

多方面迎合年轻人，“社交
属性”很明显

在禁毒一线工作多年的李警官告诉中

青报·中青网记者，依托咪酯和海洛因、冰

毒相比，戒断反应不大，成瘾性不高。贩

卖依托咪酯的也是年轻人，在没有列管之

前，他们会告诉买家，这和普通电子烟差

不多，不是毒品，“玩一下、试一下就有

不一样的体验”。一些年轻人禁不住诱惑

就购买了，“在他们心里，这种从来没听过

的陌生词汇和毒品沾不上边”。

记者采访了几名吸食过依托咪酯电子

烟的年轻人，他们都表示，吸了依托咪酯之

后很“上头”，有点头晕，站不稳，就跟喝醉

了酒一样。

违法行为人李某今年 22岁，是一名网

络主播，前一段时间因为吸食毒品，被武汉

警方行政拘留 10日。李某所吸食的毒品就

是依托咪酯。

李某说，自己平时也吸电子烟，当天正

和一些朋友在家里打麻将，输了很多钱，非

常恼火。

“我的朋友们赢了钱，就开始吸，他们

越吸越兴奋，连说话的声音都大了很多。在

那种环境下，我也跟他们要了一个开始

吸。”李某称，自己并不是第一次吸依托咪

酯了，以前和朋友在 KTV、棋牌室都吸过。

“大家都是 20岁左右的年轻人，没啥工作，

玩完之后就会吸。”

在李某看来，依托咪酯电子烟“社交

属性”很明显。“我们之前就没有把依托

咪酯当作毒品，我也不知道它是毒品，只

知道它很上头，也会互相给来给去。就跟

大家抽烟一样，我抽，也会问你要不要。”

李某说。

违法行为人田某今年 24岁，是一名销

售，此前也因为吸食依托咪酯，被武汉警方

行政拘留 10日。

据田某回忆，当时自己和一些朋友从

KTV回到出租屋。“每个人都很嗨，有一个

朋友坐在沙发上就掏出了一个烟弹，说是

新款电子烟，让我们几个轮流抽一下。味道

很冲，和我以前抽的不一样。”田某告诉记

者，被警方抓获后才知道，原来自己吸食了

新型毒品依托咪酯。

依托咪酯电子烟的吸食方式备受一些

年轻“瘾君子”喜爱。“我以前打 K 粉，就是

用吸管将 K粉吸入鼻子，虽然很爽，但鼻子

确实难受。吸依托咪酯就不一样了，跟吸电

子烟差不多，没有什么额外的不舒服。”另

一名吸食过依托咪酯电子烟的违法行为人

丁某告诉记者。

与其他毒品相比，含有依托咪酯电子

烟的价格和丰富口味也吸引年轻人。“没有

列管之前，一个烟弹 200 元左右，能吸两

天，和其他毒品比较来说，已经很便宜了。

现在列管了，价格大概是 700元。”李某说。

李某此前还因为吸食冰毒，被武汉警

方行政拘留过。“冰毒就一个味道，可依托

咪酯电子烟有水果味还有薄荷味的，而且

依托咪酯的含量还能自选，多一些，劲儿就

大一些，少一些，就和缓一点。”她说。

依托咪酯危害不容小觑

既然被列管为毒品，就表明滥用依托

咪酯的危害不容小觑。据临床观察发现，吸

食依托咪酯后除了会有类似酒醉的状态，

也可能引发过敏反应，表现为皮肤立即发

红。大剂量吸食会引起偏执、焦虑、恐

慌、被害妄想症等，容易出现脾气暴躁、

生活懒散等影响人的情绪、思维和意志行

为的精神障碍。

武汉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相关负责人介

绍，过量吸食依托咪酯还容易导致精神错

乱甚至死亡。这名负责人向记者分享了一

个典型案例：

韦某 （女，13 岁） 疑因突发疾病在

华某出租屋内昏迷，抢救无效死亡。经调

查，在韦某死亡前一天中午，华某将 3份
（平时吸食量为 1 份） 烟粉加入电子烟油

调和后，交给韦某和杨某吸食。之后，韦

某和杨某又每人吸食了一支装有烟粉的香

烟。不久，华某发现韦某脸色不好、手脚

僵硬不自然、精神呆滞，随后昏迷、嘴唇

泛白，便拨打 120、 110。经法医鉴定，

韦某系在吸食依托咪酯后，因支气管肺炎

加重致呼吸功能衰竭而死亡。

除了会给身体带来一定危害，吸食依

托咪酯已被定性为违法行为，与吸食其他

毒品的法律后果一样，面临行政拘留、社

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等处罚。

以社区戒毒为例，依据 《中华人民共

和国禁毒法》 有关规定，城市街道办事

处、乡镇人民政府可以指定有关基层组

织，根据戒毒人员本人和家庭情况，与

戒毒人员签订社区戒毒协议，落实有针

对性的社区戒毒措施，社区戒毒的期限

为三年。社区戒毒期间，违法行为人需要

定期前往社区进行毛发检测，以排除再次

吸毒嫌疑。

在武汉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相关负责人

看来，要防止依托咪酯电子烟流向年轻

人，需要各方共同努力。首先，抓住依托

咪酯被列管的时机，仔细研判依托咪酯运

贩人群特征，利用信息化手段全链条打击

吸食和贩卖依托咪酯的违法犯罪行为；其

次，提高公众对依托咪酯电子烟危害性的

认识，通过宣传教育，让年轻人了解吸食

的严重后果，不仅会给身体带来一定危

害，还会面临一定的法律后果，从而自觉

抵制；最后，鼓励社会各界参与监督，形

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总之，防止依托咪酯电子烟流向年

轻人需要政府、社会各界、学校、家庭等

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共同营造一个健

康、安全的社会环境。虽然目前一些年

轻人对依托咪酯还不太熟，但大家只要

在头脑中将依托咪酯与冰毒、K粉等画等

号，也就能帮助年轻人抵制住诱惑了。”

这名负责人说。

湖北崇阳警方捣毁一跨省运贩依托咪酯团伙

警惕“加料电子烟”流向年轻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桂杰

缺乏最低工资保障、超时加班、过度

劳动、社保缺失等，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经常遇到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 （以下简称“人社部”）
日前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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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权益维护服务指南》三份新办法。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1 年 7
月，人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

部等八部门共同印发 《关于维护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旨

在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加强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部分平台企业反

映相关政策规定较为原则，希望出台更有

操作性的实施办法，以利于企业准确理解

和全面执行。此次印发的两个“指引”和

一个“指南”，目的是引导企业保障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科学

安排工作时间，依法合规制定和修订订单

分配、报酬支付、工作时间和休息、考核

奖惩等平台劳动规则。

两个“指引”和一个“指南”中的规

定如何真正落地？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对

此进行了采访。

落实“强制休息”，“外卖
小哥”的身份信息要联网

“我认识一个‘外卖小哥’，有一天连

续工作了 18 个小时，在路上送货时很疲

惫，一打盹，车子倒到了马路边的绿化带

里面，脸擦伤，腿也骨折了，休养了一个

多月。”上海市人大代表、中国邮政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市邮区中心接发员柴闪闪在

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指

引》（以下简称“保障指引”） 中规定的

“强制休息”制度对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来说，很有意义。

保障指引中提出，企业与工会或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代表协商，合理确定劳动者

连续最长接单时间和每日累计最长工作时

间。劳动者工作时间达到上限时间的，系

统应推送休息提示，并停止在一定时间内

推送订单，以保障劳动者获得必要休息时

间，防止劳动者过度劳动。

保障指引还针对新就业形态的就业特

点，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作时间的

计算办法和休息办法。

柴闪闪说：“平台强制‘小哥’休息

有必要，但实际操作中，要按照‘小哥’

累积的工作时间强制休息才更合理，骑手

如果下线没有抢单，累积工作时间把这部

分时间算进去，不太合乎人情。”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在接受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指出，智能时代正

在颠覆传统的工作模式，通过互联网平台

接单，一名劳动者可以同时注册多家平

台，为多家平台提供服务。落实“强制休

息”制度，“外卖小哥”的身份信息要联

网，几家大的平台可以从技术的角度解决

并实施，否则，规定“强制休息”的实际

效果会非常有限。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

黄乐平则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要

想真正防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过度劳动，

关键在于平台对劳动者的控制要放松，要

从工作时间的计算办法，也就是“算法”

上，让就业者有更合理的劳动安排。如果

“强制休息”影响到劳动者的接单和收

益，“强制休息”制度，对于劳动者的实

际意义来说，并不太大。

落实最低工资标准，工会
组织要主动介入

保障指引明确，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

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

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适用劳动者实际工

作地人民政府规定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薛军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确

立最低工资标准，有重要价值，有些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没有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

能否适用最低工资标准，之前并不明晰，

保障指引这一规定，使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有了基础性保障。

柴闪闪表示，目前大多数平台企业都

和服务外包公司合作，通过外包公司管

理骑手，有些骑手是专送骑手，有的是

众包骑手。根据保障指引，平台与服务

外包公司签订合同时，就应该有约束条

款，由外包公司履行保障“外卖小哥”最

低收入的义务。

保障指引还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在法定节假日工作的，企业应向劳动

者支付高于正常工作时间劳动报酬的合

理报酬。

据了解，在节假日、高峰时段以及特

殊天气适当调整价格，是部分平台企业鼓

励接单的常见做法。平台往往会“自掏腰

包”，以补贴等方式增加劳动者收入、保

障消费者体验。如春节期间，在供需较为

紧张的部分城市和时段，多家网约车平台

进行了调价，加收了 2至 5元不等的空驶

补偿、春节服务费。

一名在北京工作的“外卖小哥”告

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今年春节后下

雪，他在低温天气配送，平台会发专项

补贴，有的“外卖小哥”元旦、春节

假期没有回家，跑单时也能获得平台

发放的相关补贴。

柴闪闪认为，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报

酬落实的过程中，工会组织要主动介入、

发挥作用，推动平台企业建立常态化沟通

协商机制，代表或组织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就涉及切身利益的事项与平台企业沟

通、协商。

骑手在平台注册关键条款
显著清晰亟待落实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规则公示指

引》（以下简称“公示指引”）中规定：平台

企业要在应用程序等显著位置，以清晰易

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地持续公示有关内

容，确保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够随时方便

查看完整内容，并提供反馈有关意见建议

的渠道。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公示指引明

确了平台企业制定和修订劳动规则时要遵

循的原则，即合法规范、公平公正、透明

可释、科学合理、诚实信用。

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福茂律

师事务所主任时福茂对此感触很深。为了

帮一名“外卖小哥”打法律援助官司，他

专门在某外卖平台注册了骑手，在 App上
点开 《蜂鸟众包用户协议》时发现，这份

协议共 13 页、7446 个字，六号字，他仔

细查看，发现其中有一句话：“您知悉蜂

鸟众包提供信息撮合服务，您与蜂鸟众包

之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劳动/雇佣关系。”

时福茂说：“‘外卖小哥’在平台注册

的过程中，很难注意到这句话，更弄不

明白含义。事实上，平台通过这种格式

化协议，把平台和注册者之间的劳动关

系撇清了。”

时福茂执业 26 年，代理过很多新就

业形态劳动争议案件。在他看来，目前新

就业形态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多、维权难。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维权的难点集中在如何

认定工伤、跑单时撞伤行人谁负责赔偿、

终止合同能否主张经济补偿等，这些都要

确立他们与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

时福茂认为，平台企业应用程序中关

键条款应显著清晰规定，但目前尚未落

实。相关部门可以要求平台企业修改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注册时的条款内容、呈现形

式，同时给劳动者选择、协商的机会,不要

让“外卖小哥”注册时面对“霸王协议”。

“外卖小哥”的劳动权益保障如何落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韩 飏

“给她买的手机、首饰及转账都属于

彩礼，必须一分不差还我。”近日，北京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团河法庭三级高级法

官梁睿审结了一起涉彩礼纠纷案，庭审现

场，一对昔日情侣吵得不可开交。贾先生

表示恋爱期间的多笔消费支出和转账均为

彩礼，李女士则认为是表达爱意的赠与，

两人争执不下。

为统一涉纠纷案件法律适用， 2024
年 2月 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

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实施。中国法学会

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厦门大学法

学院教授蒋月认为，规定针对司法实践中

存在的彩礼认定范围、彩礼返还原则、诉

讼主体资格等重点难点问题予以规范，同

时进一步细化了返还彩礼纠纷的裁判原则

和尺度，有助于统一类案的法律适用标

准，妥善平衡双方利益。

贾先生与李女士的案件是北京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首次适用规定审结的一起彩

礼返还纠纷案。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统

计，规定实施当天，全国至少有 6地法院

适用规定审理了涉彩礼纠纷案件，都是双

方婚后同居时间不满一年，其中 3个案例

涉及的彩礼在 20万元以上。

恋爱同居期间的金钱往来
是彩礼，还是赠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规定，禁

止借婚姻索取财物。规定明确，以彩礼为

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另一方要求返还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当事人因主张全部或部分返还彩礼

而产生纠纷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带来

的新司法问题。”梁睿告诉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从司法实践看，涉及彩礼返还的纠

纷因双方当事人关系特殊、争议大，处理

不当极易激化矛盾。

2021 年年初，贾先生与李女士通过

商业婚恋网站相识并建立恋爱关系。恋爱

期间，贾先生为李女士购买了手机、首

饰，多次转账合计 4万元。随后两人开始

不定期共同居住，谈论结婚事宜。贾先生

答应给付彩礼 50 万元，并先向李女士转

账 15 万元，半年后，两人因性格及生活

习惯问题分手。谈及彩礼返还，两人各持

己见，谁也不肯让步。

梁睿看来，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恋爱同

居期间，男方给予女方的财物究竟是彩

礼还是赠与。规定明确，人民法院在审理

涉彩礼纠纷案件中，可以根据一方给付财

物的目的，综合考虑双方当地习俗、给付

的时间和方式、财物价值、给付人及接收

人等事实，认定彩礼范围。

梁睿指出，认定彩礼需同时具备两个

要件，一是没有其他给付义务，一方因期

待与对方缔结婚姻而实施的给付行为；二

是需双方均明知结婚的目的。梁睿分析

说，贾先生为李女士购买的手机、首饰

以及转账的 4 万元，属于恋爱关系中为

增进感情进行的消费性支出，不属于彩

礼；双方沟通彩礼数额后，贾先生向李

女士转账了 15 万元，双方也曾明确认可

为彩礼，因此，可以认定 15 万元为贾先

生为达到与李女士结婚的目的而给付的部

分彩礼。

鉴于双方仅不定期共同居住，交往时

间不长，考虑双方没有登记结婚、没有生

育子女的事实，综合交往期间贾某的花费

等情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李

女士返还彩礼 15万元。

彩礼返还数额需考量多重因素

有关返还彩礼的条件，《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

家庭编的解释 （一）》规定了三种可返还

情形，包括：未办理结婚登记、已办理结

婚登记但确未共同生活以及彩礼给付导致

给付人生活困难。

然而，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未办理结

婚登记却按照当地习俗举办婚礼并共同生

活以及已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生活较短等

情况，无法适用上述司法解释，彩礼是否

返还以及如何返还成为难点。

2023 年 12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

一批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其中“刘某与

朱某婚约财产纠纷案”引发关注。

刘先生与朱女士 2020年 7月确立恋爱

关系，2020 年 9 月登记结婚。结婚当月，刘

先生向朱女士银行账户转账 80 万元并附

言“彩礼”，又转账 26万元并附言“五金”。

婚后双方分别在不同省份的城市工作

生活。因筹备举办婚礼等事宜，两人发生

纠纷，2020 年 11 月协议离婚，婚姻关系

存续不到 3 个月。婚后两人未生育子女，

无共同财产，无共同债权债务，刘先生

起诉请求朱女士返还彩礼 106万元。

审理法院认为，双方虽已办理结婚登

记，有短暂同居经历，但尚未形成完整的

家庭共同体和稳定的生活状态，不能认定

为已有稳定的共同生活。鉴于双方已登记

结婚，且刘先生支付彩礼后双方有共同筹

备婚礼仪式、共同旅游、亲友相互往来等

共同开销的情况，对该部分费用予以扣减。

据此，法院酌情认定返还彩礼 80万元。

蒋月表示，彩礼是否返还不仅要以婚

姻登记作为判断标准，还需考量双方共同

生活时间、孕育子女等因素，衡量当事人

之间是否形成完整的家庭共同体和稳定的

共同生活状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陈宜芳介

绍，制定规定主要考虑两方面因素，一是

妥善处理双方利益，双方长期共同生活是

给付彩礼的重要目的，对于“闪离”等情

况，如果仅因办理了结婚登记而认定全部

不予返还，对给付一方并不公平。二是保

护妇女合法权益，共同生活特别是孕育子

女会对女性身心健康产生一定程度的影

响，如果仅因未办理结婚登记而认定妇女

返还全部彩礼，有违公平原则。

双方关系破裂，接收彩礼
的一方父母应共同返还

“彩礼和嫁妆都是我国婚嫁领域的传

统习俗，两者表现形式不同，但具有共同

目的，在确定彩礼返还数额时，也要考虑

嫁妆情况。”蒋月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

示，如果女方家陪送了嫁妆，双方关系破

裂时，对于未使用的部分应予以返还，对

于已消费的部分，应在返还彩礼时酌情扣

减。这一原则在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

也有体现。

张先生与赵女士经人介绍认识，定亲

时，张先生给付赵女士父母定亲礼 36600
元。2022年 9月，张先生向赵女士银行账

户转账彩礼 136600 元。女方则购置价值

1120 元的嫁妆放置在张先生处。双方未

办理结婚登记，未举行结婚仪式。

2022年 9月，两人解除婚约后因彩礼

返还问题发生争议，张先生起诉请求赵女

士及其父母共同返还彩礼 173200 元。在

确定彩礼返还数额时，审理法院酌情扣减

了放置在男方处的嫁妆数额，最终酌定赵

女士及其父母共同返还 154760元。

作为在婚姻家事领域深耕多年的一线

律师，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

会员、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刘海娜深知涉彩礼纠纷类案件情况复

杂，她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说，此

前办理涉彩礼返还纠纷时，原被告一般

为婚约双方当事人，但传统习俗中，子

女婚姻一般由父母操办，送出、接收彩

礼大都有双方父母参与，这就导致彩礼

可能不在当事人手里，所以有些案件法院

宣判了也很难返还。

刘海娜分析说，“张先生与赵女士婚

约财产纠纷案”中，男方将女方父母列为

共同被告，要求一起承担返还责任，审

理法院裁判支持。她表示，如果婚约当

事人一方的父母接收彩礼，可视为与其

子女的共同行为，在婚约财产纠纷诉讼

中，将婚约一方及父母共同列为诉讼主

体，符合习惯，也有利于查明彩礼数

额、彩礼实际使用情况等案件事实，从

而作出裁判。

当彩礼遭遇纠纷 如何“始于爱 归于礼”

解 读

说 案

视觉中国供图

调 查

◀柴闪闪日前应群众要求居中调解一起“外卖

小哥”骑行造成的交通事故。

受访者供图

▲2022年，柴闪闪（右）作为上海市人大代表

在上海南站广场门口听取“外卖小哥”的诉求。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