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度劳动
不是奉献是违法

嘴村： 近日有网友爆料， 因班上
有学生上课嗑瓜子， 湖南娄底卫校一
名老师自掏腰包买来100斤瓜子， 让
学生们嗑个够。 不过校方随后证实，
该老师只买了30斤瓜子， 并非100斤，
且该老师已向学校领导承认自己做事
方法欠妥。 老师的出发点最终是教育
学生， 从教学方法上欠妥。

丛莲： 学生因上课嗑瓜子， 固然
不对， 班主任完全可以通过批评教育
让他们改正 ， 自觉遵守课堂纪律 。
“嗑瓜子惩罚”， 超出了教育惩罚的范
围。

别让卖红薯女学生伤心又流泪

□韩睿

� “加班” 是职场人士最痛恨的事， 那么当下
哪些行业加班最多？ 哪些人群加班时间最长？ 近
日， 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发布的
《2014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 指出： 我国劳动者的
年工作时间是2000～2200小时左右， 这个数字相当
于英美德法等国家20世纪20～50年代的水平。 （11
月29日 《中国青年报》）

数据更冷血： 研究发现， 我国九成行业周工
时超过40小时， 过半数行业每周要加班4小时以
上。 对所有行业平均周工时的排名发现， 住宿和
餐饮业劳动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间长达51.4小时，
排名第一； 建筑业、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
业分列二至四位， 且以上四个行业均已超过法律
规定的 “特殊行业” 周工时49小时界限。

也就是说， 上述行业每周的加班时间均超过8
个小时， 依照 《劳动法》 规定的日8小时标准， 这
些行业的工作者平均每周只能休息一天甚至更少。
无可否认， 这就是屌丝的工作现状： 很少是海水，
多半是火焰。

为什么会这样呢？ 症结又在哪儿呢？
一是效率不高。 应该承认， 由于机制问题、

管理问题， 还有人口太多且素质较低等问题， 我
们社会的很多方面还没有确立或建立工业化的现
代化的管理和运行机制， 在很多地方和部门尤其
是企事业单位普遍存在效率不高的问题。 效率不
高怎么办？ 一个办法就是加班。

加班这种事， 我们自己可能习惯了， 但西方
人则很不乐意， 而且公开反对。 他们认为自己的
事情就应该在班上干完， 干不完就说明工作设置
不合理， 需要增加人手来完成， 而不是靠加班。
加班是对他们合法权益的侵犯， 所以对24小时开
门的中国商人很抵制。

二是观念落伍。 换句话说， 我们缺少法制观
念， 这和长期提倡奉献分不开。 提倡奉献对不对？
有时候对， 有时候不对； 少时候对， 多时候不对。
在国家或者民族遇到危难时， 号召全民奉献， 从
爱国的角度出发， 这是对的。 但是， 更多的时候，
如果一个企事业单位动辄号召大家去奉献， 就不
合适了， 往小里说， 是不够以人为本； 往大里说，
是蔑视法律法规。

确切地说， 《劳动法》 就不鼓励加班， 第四
十一条规定， 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 经与
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 一般每
日不得超过一小时； 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
间的， 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
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 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
十六小时。

三是管理滞后。 在很多单位尤其是事业单位
里， 过度劳动伴随工时闲置， 干多干少、 干好干
坏、 干与不干一个样， 坏人的事情好人干， 懒人
的事情勤人干， 庸人的事情能人干， 多年养成了
鞭打快牛的习惯， 让勤人多干， 让能人加班。

加班的危害很多， 影响家庭幸福， 危害身体
健康， 至少心情不爽， 而且由于过度劳动所导致
的劳动者职业病和过劳死现象比较突出。 所以，
和谐社会不欢迎加班， 法治社会也反对加班。 过
度劳动不是奉献是违法。 要让职工有尊严的生活，
我以为， 应该先让他们有节制有规律的工作。 这
不仅合乎法律， 也符合普世价值。

■每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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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密码： 今年8月 ， 天津张先
生经人推荐， 交纳3000元成为某彩票
网会员。 短短两天时间， 就在这个网
站 “盈利” 20多万元。 但当他决定取
出这些 “奖金” 时， 却发现上当了！
保护个人信息， 防网络诈骗 ! 若不贪
心， 就不会被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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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我们的官方微博； 在微信公众
账号中搜索 “劳动午报 ” 加关注
或扫描上面的二维码即可关注我
们的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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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图评 ■官微锐语

———摘自本报两微网评

馅饼从天降
多半是陷阱

风铃： 苏州某公司出了个奇葩新
规， 最严格的一条是， 只要吃饭剩了
两粒米以上， 就要被扣钱， 而扣一次
钱就要被记过， 记过超过两次还要被
开除。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女员工
说， 这条规定至今为止一直没有真正
的执行。 剩饭粒米扣钱处罚 “奇葩规
定 ” ， 实则是向员工浪费粮食 “说
不”， 是与浪费粮食的较真。 所以我
们应该读懂 “剩饭粒米扣钱处罚” 背
后的制度善意。

火助昱君： 应该！ 不过稍稍严厉
了点！ 浪费不应该。 罚款只是手段，
目的是要提倡节约！

“2粒饭严规”
是用心良苦

■世象漫说

□漫画绘制 老笔

终身追责

爱心美德是照亮人心的烛光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文件，要求各
部门， 各地方政府加强环境监管执
法。 这是首次国办就该问题下达通
知。 《通知》 提出地方政府有关负责
人如任期内发生重特大突发环境事
件，环境质量明显恶化，不顾生态环
境盲目决策等， 将被终身追究责任。
（11月28日《新京报》）

罚学生嗑瓜子
教学方法欠妥

龙井市的哥黄胜利4年来免费
接送一名盲人 ， 从未间断 ， 风雨
无阻， 随叫随到 。 如今的哥黄胜
利已成为盲人董日光的眼睛 、 拐
杖。 （11月30日 《新文化报》）

作家说： “善良是挂在心底里
的一轮澄澈的明月 ， 它照亮的 ，
是一个人的精神天空 。 一个一辈
子行善的人 ， 心底里的月亮 ， 已
经超越了个人 ， 升起在尘世寥廓
的江天之上 。 它洞照的 ， 是这个
世界所有人的良心以及灵魂的纯
度”。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的哥黄
胜利用爱心善意 ， 默默为盲人做
好事 ， 以牺牲自己利益来为盲人
当 “眼睛拐杖 ”， 小小的爱心善
举， 以人性之火 ， 点燃了美丽的
道德之烛 ， 显示爱心美德 。 人生
在世， 总有许多人从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视角给我们以物质 、 精神
上的关怀温暖 ， 以爱心视觉引导
文明的思维模式 ， 为需要帮助的
人提供 “无障碍服务”， 让我们的
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 不再孤独寂
寞， 让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心中有爱处处光明 ， 心中无
私， 周身有光 ， 烛照人心 。 奉献
爱心， 永远光明。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 难的

是不愿从小事做起 。 的哥黄胜利
就是从小事做起的好人 ， 他用爱
心帮助盲人走出 “人生盲度”， 不
啻为是一柄烛光 ， 成为文明 的
“亮色”。 爱心奉献不需要轰轰烈
烈， 惊天动地 ， 有时候就在一举
一动的伸伸手弯弯腰的那一刻 ，
就在我和你的举手投足之间。

□汪代华

为救白血病弟弟， 女大学生摆
摊卖红薯。 昨天， 21岁 “红薯妹”
周小芳接受媒体专访 ， 回应炒作
质疑。 （11月30日 《华商报》）

人们常说， 危难之中见真情。
通过周小芳 “卖薯救弟” 这件事，
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人情世故和
人间冷暖 。 面对周小芳一家的不
幸 、 尤其是周小芳本人的无奈 ，
不同的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 有
人果断伸出援手 ， 为其捐款或出
谋划策 ， 他们一家目前已收到来
自各方的捐款15万多元 ， 并得到
一位女性志愿者捐献骨髓 ； 有人
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提供直接
的帮助 ， 却从内心里表示同情 ，
从精神上予以鼓励……但也有人，
不支持 、 不帮助也就罢了 ， 还要
说三道四 ， 不是质疑人家对外求
援的方式 ， 就是打击人家自力更

生卖红薯筹钱的积极性 。 至于说
有人以娶她为条件提供帮助 ， 更
有趁人之危， 落井下石之嫌。

面对躺在病床上的弟弟 ， 以
及巨额的治疗费用 ， 还有无能为
力的父母亲 ， 周小芳根本无心顾
及自己 。 什么穿着打扮 ， 什么炒
作等等 ， 都是外界的主观猜测 ，
不但不符合事实 ， 还有可能伤了
周小芳 。 比如她身上穿的那件黄
外套 ， 其实是别人给她买的 ， 地
摊货， 不到100元。 为何有人忍心
说是价格超过500元的品牌货呢 ？
面对这样一个迫切需要帮助的年
轻女大学生 ， 难道我们就不能真
心以对 ， 拿出实事求是 、 力所能
及的态度吗 ？ 至少 ， 不该说出不
当的言语 ， 从而让本已伤心的人
家还要暗自落泪吧？

□孙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