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互联网行业景气度进入
低谷。 在经济形势不好导致企业

经营情况下滑之后， 企业要做的
就是开源节流 ， 勒紧裤腰带过
冬 。 直接裁员并不好听 ， 利用
“996”、 “10、 10、 6” 等用不支
出额外成本的方式提升工作效
率， 让受不了的低竞争力员工自
己走人， 却是个 “办法”。 (9月
11日 《北京青年报》)

近日 ， 58同城被爆出实行
全员 “996” 工作制度， CEO姚
劲波 受 到 员 工 声 讨 。 “ 996”
工 作 制是指员工的工作时间为
早9点 到 晚 9 点 ， 一 周 上 6 天
班 。 据称 ， 58同城公司要求员
工实行996工作制 ， 不能请假 ，
并且没有任何 补 贴 和 加 班 费 。
此外 ， 公司下发该项通知并没

有邮件正式通知， 而是人力部门
口头通知。

不久前爆红网络的一曲 《感
觉身体被掏空》 喊出了许多 “加
班族” 的苦与痛。 有资料显示，
在中国， 长时间工作已经成为一
种生活方式。

据统计， 中国人每年平均工
作2000到2200个小时， 远远高于
其他国家。 其中， 互联网企业员
工每周平均加班天数为 1.6天 ，
66.7%员工经常加班， 71.3%员工
存在失眠问题 ， 38.7%员工反映
压力很大。 而我国 《劳动法》 规
定， 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
8小时、 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
过44小时。

无形中， 内外压力之下 “你
不加班， 但是你的对手会加班”
的共识影响了很多员工， 即使没
有加班费， 很多人为了保住 “饭
碗”， 自愿或被动接受加班。

随之， 就职于互联网公司的
员 工 薪 酬 虽 然 不 低 ， 却 是 以
延 长 劳动时间为代价换来的 ，
同时还损失了健康和亲情。 近年
来一些互联网从业人员 “过劳
死” 则敲响了 “加班常态化” 的
警钟。

我们深谙企业热衷让员工
“加班” 的道理， 无非是企业通
过减少用工成本， 变相提高利润
的一种方式。 短期来说， 也许对
企业是有利的， 但从长远来看，

必然会产生劳动效率降低、 员工
忠诚度降低等方面风险甚至产生
涉及工资、 工时、 劳动保护等劳
动争议， 进而受到处罚甚至影响
企业形象。

我们知道， 长时间的熬夜会
影响身体的免疫力， 进而引发疾
病。 所以， 基于法律保护的员工
休息、 休假权和健康权， 在执行
中不能因任何借口被侵犯。

当然， 这就需要相关监管部
门发力， 完善制度， 主动监督和
追责， 提高用人单位违法成本之
外， 避免一部分员工因担心 “前
途” 而放弃 “权利”。 同时， 也
需给予合法企业一些政策倾斜和
支持， 引导其合法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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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多措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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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

“保过”费

■有感而发

王甄言： 8日晚， 上海市公
安局官方微博 “警民直通车-上
海” 发布案情通报称， 为提升个
人房产销售业绩， 房产中介人员
故意在网络上编造、 传播 “9月
起本市将实行购房信贷新政” 的
谣言， 造成上海房地产市场不稳
定。 目前， 7名恶意编造、 传播相
关谣言的涉案人员已被刑事拘留。
幸亏公安局出手快， 揪出了编造谣
言的房产中介， 相关责任人已经被
依法刑事拘留， 等待他们的将是
法律惩罚。 这叫害人终害己。

对网络恶俗炒作要人人喊打

■每日观点

□吴左琼

“996工作制”别成互联网企业“常态病”
就职于互联网公司的员

工薪酬虽然不低， 却是以延
长劳动时间为代价换来的 ，
同时还损失了健康和亲情 。
我们知道， 长时间的熬夜会
影响身体的免疫力， 进而引
发疾病。所以，基于法律保护
的员工休息、 休假权和健康
权， 在执行中不能因任何借
口被侵犯。当然，这就需要相
关监管部门发力，完善制度，
主动监督和追责。

史奉楚： “开着高档车， 抽
着芙蓉王， 住着保障房”， 这并
非调侃 。 根据国家审计署的审
计， 去年我国有5.98万户家庭隐
瞒收入 、 住房等信息通过审 核
或 应 退 出 未 退 出 ， 违 规 享 受
了 货 币 补 贴 、 实 物 配 租 等 。
骗 取 保 障 房 的 行 为 极 大 地 侵
占 了 弱 势 群 体最急需的资源 。
有关部门要多措并举， 将骗取行
为拒之门外， 并启动刑事追责和
全国共享的黑名单机制， 让骗取
保障房行为得不偿失。

在驾校已经交了报名费， 练车时还要收取每
小时68元的训练费， 考前一天得再缴纳240元一
小时的熟悉考场费， 考生方可持 “入场证” 参加
考试。 而在约考前， 还有教练给学员提供 “外面
人” 的电话， 缴纳一定费用后就可 “保过”。 近
日， 不断有市民反映， 西安市部分驾校考试时收
费名目繁多， 里面的猫腻不少。 （9月11日 《三
秦都市报》 ） □赵顺清

近年来， 在各大商场里， 出
现了一个新的服务群体———陪购
师， 他们年龄大多在30岁左右，
以 “陪人逛街” 为职业。 陪购师
的出现究竟能带给顾客怎样的便
利？ 新兴的职业诉求又是否有必
要的监管规范呢 ？ （9月 11日
《法制日报》）

近年来 ， 新兴职业不断涌
现， 除了陪购师， 还出现了点菜
师、 牵犬师、 侍酒师、 验房师等
等一些之前闻所未闻的职业， 并
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热捧 。 然
而， 新兴职业大多兴起未久， 这
使得相关行业标准不完善乃至无
标准， 成为新兴职业的一大普遍
特色。

另外， 新兴职业的从业资质
缺少准入制度把关， 从业人员鱼
龙混杂， 也埋下了诸多隐患。 仍
以陪购师为例， 是不是任何人都
能从事这一职业， 陪购师究竟需
要具备哪些职业能力与素养等
等， 这些问题都需要得到解答。
至少在当前， 新兴职业大多人人
皆可为， 完全没有准入门槛和考
核制度， 这必然导致新兴职业从
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 服务质量
天差地别， 最终严重损害新兴职
业的口碑及前景。

再有， 新兴职业由于相应监
管尚未到位， 很容易滋生暗箱黑
幕， 暗藏着较大的法律风险。 新
兴职业刚刚崛起或形成， 监管不
可能先人一步提前到位， 这就导
致了有关部门对新兴职业的监管
力度和针对性相对较弱， 给混迹
其中的无德之人及不法分子留下
了可乘之机。这种情况下，陪购师
吃回扣，验房师收受贿赂，牵犬师
虐待动物等等， 都是很有可能发
生的事情。长此以往，这些行业蛀
虫会成为新兴职业发展的最大障
碍， 令消费者对新兴职业者的新
型服务失去信任，望而却步。

新兴职业， 尤其是服务类新
兴职业，若想做得更好更长久，必
须建立健全行业规则制度， 不断
完善精进服务能力水平， 走出当
前监管匮乏与规则缺失的高风险
地带。 否则， 新兴职业继续如脱
缰野马般疯狂驰骋， 忽视行业标
准与规则的限制约束， 肆意践踏
道德与法律的基本底线， 必定将
走进发展的死胡同。

□侯坤

9月9日下午， 中央网信办组
织召开 “遏制网络恶俗炒作现
象” 专题研讨会， 研究如何揭批
和遏制网络恶俗炒作现象。 （9
月11日中国网信网）

俗话说， “老鼠过街， 人人
喊打 ”。 为什 么 人 人 喊 打 ？ 这
是 因 为 老 鼠 偷 吃 粮 食 ， 危 害
人 类 的 生 命 财 产 ， 被 大 家 人
人所唾弃。 而正是大家认识到了
老鼠的危害性， 才会看到人人喊
打， 打到老鼠无容身之地， 无藏
身之所。

而恶俗现象如今对于网络来
说， 无疑就是老鼠， 其严重毒害

社会风气 、 违背社会核心价值
观、 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更
应该人人喊打 。 可以说 ， 这 应
是全社会的网络共识 ， 每一个
心明眼亮的人都会看到网络恶
俗所带来的负面效果， 要在全
社会努力营造 “人人喊打” 的社
会氛围。

坚决遏制网络恶俗蔓延滋长
的势头， 努力构建清朗的网络空
间势在必行。 一则， 网信部门加
强网络监管； 二则， 相关媒体网
站特别是有类似行为出现的网
站， 要落实主体责任， 从源头上
管控和杜绝恶俗现象， 向社会输

送有品格、 有品位的新闻信息。
三则， 要努力营造对网上恶俗人
人喊打的舆论氛围。

维护网络环境， 建立具有时
代精神和品位高雅的网络文化，
最终依靠的是我们每个网民自
身。 各级群团和社会组织要通过
公开和宣传举报投诉方式， 号召
广大网民一旦发现有直播平台和
直播者发布违法不良内容的情
况， 要敢于发声、 敢于亮剑。 不
仅要坚决抵制， 还要及时举报，
形成对网上恶俗炒作人人喊打的
舆论氛围。

□张培国

近日，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实施条例》 （征求意见稿） 结束
了公开征求意见， 这个条例再次
吸引了人们对职业打假人的关
注。 根据近年来法院审理的一些
涉及职业打假人的案件， 北青报
记者发现， 虽然到现在仍然备受
争议， 但职业打假人逐渐呈现出
团体化、 专业化等趋势， 诉讼内
容也逐渐有了固定模式， 并出现
了专门进行互联网打假的 “网购
职业打假人”。 （9月11日 《北京
青年报》）

现如今， 网购已经成为许多
人买东西的固定方式了， 从服装
鞋帽到电子产品。 从鸡鸭鱼肉到
快餐盒饭， 几乎包揽了所有的方

方面面 。 在方便大家购物的同
时， 人们也发现， 在网购中常常
发现有假冒商品 ， 十分令人头
疼。 索赔吧， 还真的挺麻烦， 费
时费力。 忍气吞声吧， 又觉得挺
憋屈的， 心里老是不痛快。

而网购职业打假人的出现，
正好弥补了许多网购人在购买到
假冒伪劣商品后无力索赔的空白。

首先， 网购职业打假人是严
格依照法律打假。 他们瞄准网购
这个巨大的市场， 用老鹰般的犀
利目光搜索网购中的假冒商品，
下单大量购买后固定证据， 然后
依法索赔。 如果卖家服了软， 给
钱了结。 要是卖家不予理睬， 职
业打假人就会举报到执法机关或

依法起诉， 直至大获全胜。
其次， 网购职业打假人已经

从原先的单打独斗发展到现在的
“联动 ”和 “共享 ”状态 ，通过QQ
群和微信群互通信息，联合打“战
役”，让制假售假者付出更大代价
的同时，获取更大的利益。

再次， 网购职业打假人已经
形成了固定的打假 “套路”， 熟
知相关法律法规， 胜算几率大。
所以， 网络职业打假人在震慑不
良商家、 净化网购市场方面还是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许庆惠

对新兴职业
监管要跟上

应理性对待网购职业打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