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周工作5天 ， 每天 “朝九
晚五” 8小时， 尽管有时也会加
班， 但这样的上班节奏， 是不少
人有共识的工作常态。 但最近，
一个新词儿———“996工作制” 却
一再引发社会关注， 也将一些互
联网公司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

尖。 日前有40多家互联网公司被
指实行 “996” 工作制 ， 其中也
包括多家知名互联网公司。 有媒
体表示， 即使员工对这种工作
方 式 表 现 出 了 抵 制 ， 但 其 中
的很多人最后还是迫于无奈只
能默默接受。 （4月6日 《中国之
声》）

事实上 ， “996” 工作制早
已成为互联网公司的行业 “潜规
则”。 最近， 程序员界发生了一
件事， 有人在知名代码托管平台
上发起一个名为 “996.ICU” 的
项目 ， 以此抵制互联网公司的
“996” 工作制， 此举立即得到大
批程序员响应。 所谓 “996.ICU”
意为 “工作996， 生病ICU”， 是
一种讽刺， 意味着长期这样过劳
工作， 最终面临健康的危险。

“工作996， 生病 ICU” ， 这
不是危言耸听 。 长时间加班熬
夜、 劳动时间过长， 违背了人体
的生态规律。 它或许能让眼前的
饭碗丰富一些， 却透支了自己的
健康。 近年来， 互联网公司频现
员工猝死事件， 而关于互联网公
司 “过劳死 ” 的争议也一直存
在 。 所以 ， 互联网行业 “996”
工作制遭遇抵制， 也不是偶然。
专家分析， 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互
联网行业工作节奏快， 在市场压
力加大的情况下 ， 实行 “996”
工作制就多一些； 另一方面也有
一些公司存在 “剥削心态”， 在
加班或超过八小时工作不支付加
班费的时候， 就容易出现大规模
的反抗。

《劳动法》 明确规定 ， 用人

单位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
超过一小时， 因特殊原因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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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
然 ， “996” 的合法性 是 存 疑
的 。 它 直 接 把 加 班 转 换 为 对
员 工 的 正 常 工 作 时 间 要 求 ，
甚 至 对 这 种 机 制 进 行 包 装 ，
赋 予 其文化 、 道德色彩 。 员工
要维权， 委实不易。

年轻人需要奋斗， 但 “工作
996， 生病 ICU”， 未必是幸事 。
“996” 工作制一再引发关注， 也
证明这不仅是一道企业成本题和
个人选择题， 也是一道监管能力
题和对未来的判断题。 换句话来
说 ， 破 解 “ 工 作 996， 生 病
ICU” ， 需要综合药方 。 一者 ，

员工自己需要明确有关协议， 保
留加班证据， 勇于向违法企业说
不； 二者， 劳动执法部门要为劳
动者撑腰， 尤其要针对过度加班
现象， 加强督察检查， 加大执法
力度， 不能任由 “996” 成为潜
规则。

同时， 解铃还须系铃人。 越
来越多的事实表明 ， 员工长期
“被加班 ”， 企业效益不一定会
好 ， 甚至还会陷入 “互害 ” 境
地。 一个优秀的企业， 应该尝试
不同的方法 ， 激励员工提高效
率， 在法定时间内完成工作， 而
不要总想着依靠 “996” 工作制
来胁迫员工 “免费加班”。 要知
道， 遵法循德、 尊重员工， 尤其
是呵护员工健康， 才是企业行稳
致远之道。

■有话直说

“我最近工作压力大， 晚上总是做梦。 前几天
听同事说， 淘宝上也能算命。 然后就抱着试一试的
心态搜了一下， 没想到还挺多的。” 家住重庆南岸
的罗女士说， 她最近在淘宝上花了260元算了一次
命， 但所谓的大师不但没有给自己指点迷津， 反而
当自己产生质疑后， 大师还把自己拉黑了。 记者打
开淘宝， 搜索 “周易” “算卦” “占卜” 这些关键
词后， 就能发现很多算命的店铺。 价格区间在50
元-500元不等。 （4月8日 《重庆晨报》） □王铎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算命还能网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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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少儿出版物不是“小儿科”

■世象漫说

“工作996，生病ICU”需要综合药方

过度炒作明星子女
无益于社会

■劳动时评

不望你满身荣誉
只盼你平安归来

卞广春： 近日， 在南宁市汇
东郦城小区出现数条上书为 “遛
狗不捡屎 等于狗遛狗” 的条幅，
居民对此意见不一。 4月6日， 小
区物管人员表示， 条幅并非物管
悬挂， 会尽快撤下小区内的不文
明标语条幅， 换上新的。 用 “遛
狗不捡屎 等于狗遛狗 ” 等条幅
辱骂不文明养狗、 不文明遛狗的
居民， 看上去解气， 但却不能解
决根本问题。 怒怼不文明养狗行
为， 不如提醒和督促物业部门完
善制度， 加强管理。

“狗遛狗”条幅
解气不解决问题

徐建语： 近日， 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发布 《未成年人节目管理
规定 》 (以下简称 《规定 》 ) 。
《规定》 提到， 未成年人节目不
得宣扬童星效应或者包装、 炒作
明星子女 。 此次广电总局 的 规
定 ， 确 实 非 常 必 要 、 来 得 正
好 。 过度炒作明星子女无益 于
社 会 ， 希 望 这 项 “ 限 童 令 ”
能够还孩子们一份纯真、 给社会
一份平和。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 员
工长期 “被加班”， 企业效益
不一定会好 ， 甚至还会陷入
“互害” 境地 。 一个优秀的企
业， 应该尝试不同的方法， 激
励员工提高效率， 在法定时间
内完成工作， 而不要总想着依
靠 “996” 工作制来胁迫员工
“免费加班”。

“网红”课间操是一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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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北京的胡先生给读小
学的女儿， 购买了本 《大卫·科
波菲尔》。 不料阅读后， 女儿多
次反映， 这本由延边人民出版社
出版的图书， 篇章跳脱、 语句难
懂。 胡先生在阅读后认为， 该书
存在缩写不严谨和翻译水平低下
的问题。 （4月8日 《工人日报》）

“不过你要把你的青春有为
的时间贡献给我所能提供的这么
小的一个差事， 不是很可惜吗？”
诸如这样拗口冗长的句子， 在这
本 《大卫·科波菲尔》 中比比皆

是。 不仅读起来费劲， 更让人难
以理解原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
然而， 就是这样一本粗制滥造的
图书， 已经先后再版6次， 且销
售成绩不菲。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不
合格的图书却可能起到误导作
用， 对于广大青少年更是危害深
远。 目前， 少儿出版物已经完成
“由少到多” 的转变， 是时候进
行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 逐步实
现 “由多到好”。 为此， 一方面
需要各个出版社及时转换思路，

抓好选题结构调整， 从源头把内
容平庸、 出版价值不大的图书压
下来； 同时， 更需要出版管理部
门加强审核 ， 不断净化出版市
场。 有关部门应加大监督检查力
度， 发动公众参与监督， 畅通渠
道接受投诉举报， 让粗制滥造的
出版物都受到应有惩罚。 只有这
样， 才能倒逼出版社摒弃“小儿
科 ” 思 维 ， 对 于 少 儿 出 版 物
提高重视， 为青少年提供更多优
秀读物。

□张淳艺

□付彪

跳街舞或民族舞 、 校长领
操、 用网络热曲当背景乐……近
日， 各地中小学不断涌现的多样
化课间操在网上走红， 引发网友
“毕业太早” 的感慨。 （4月7日
《新京报》）

众所周知， 整齐划一的广播
体操， 由于长期固守一种方式，
比较机械化 、 模式化 ， 缺乏个
性， 大中小学生对做短短几分钟
的课间操的兴趣越来越淡 。 而
且， 大中小学生每天都做同样的
一套广播体操 ， 一做还是好几
年， 这难免让中小学生感到单调
乏味。 最离谱的是像笔者这样的
80后， 从初中到大学竟然做的是

同一套广播体操， 都是第八套广
播体操， 一做就是近10年时间，
实在是让人非常痛苦。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 做N年
不变的老面孔课间操， 俨然已经
沦为一场大中小学生的集体形式
秀， 而且是一场公开的形式秀。
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中小学对课
间操进行创新， 将当下中小学生
感兴趣的武术、 跳绳、 街舞、 流
行音乐等元素融入到课间操当
中， 丰富课间操的内容， 让中小
学生做课间操可以充分施展其个
性。 很显然， 这是对课间操必要
的创新， 这能够更加激发中小学
生做课间操的兴趣， 真正认真做

广播体操， 不再把做课间操当成
一种任务来应付 。 从这个角度
说， 我们应对课间操创新点赞。

当然， 课间操创新， 一定要
符合中小学生生理发育特点， 要

控制好强度， 要回归到让中小学
生锻炼身体的目的上来， 这需要
专业人士进行指导， 避免盲目、
违背科学规律的创新。

□何勇

四川凉山大火中牺牲的30
名消防战士牵动了全国人民的
心， 一场暖心行动在各地不约
而同悄然出现。 北京晚报归纳
各地媒体消息，做了综合报道。

在山东济南， 有市民通过
外卖给消防战士送去了牛奶、
水果， 并留言 “希望你们一身
本领， 永无用武之地！ 每次出
任务的时候都要小心， 注意安
全。 一个都不能少！” 在四川
乐山， 消防战士也收到热心市
民送来的爱心牛奶 ， 留言是
“愿你们每次出勤平安回来”；
在安徽五河、 浙江杭州、 嘉兴
南湖， 消防战士收到了草莓、
奶茶、 排骨； 在福建厦门， 一
个男孩两次到浮屿消防中队门
口送水， 送牛奶， 并且留下一
封信： “哥哥们， 愿你们所有
危险来临时都能躲过。 我不希
望你们满身荣誉， 只愿你们平
安归来！” ……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场
面， 这样的文字？ 因为凉山大
火中30位消防战士的牺牲， 太
过惨烈， 太令人痛心了！ 他们
还那么年轻， 甚至还没有开始
好好享受过生活， 就过早地为
了他人的平安， 为了职业的责
任， 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痛心之余， 人们自然想到更多
的年轻消防战士， 同样时刻面
临着职业风险。 职责所在， 他
们不能回避； 人们送上一点心
意， 惟愿他们每次出勤， 平安
归来。

牺牲的消防战士被追授大
功， 被称为英雄。 他们当之无
愧！ 但是， 更多的人们却宁愿
他们 “无功” 而平凡， 不要他
们成为烈士 、 不要 “英雄走
好”， 只要他们平平安安， 哪
怕负伤抬下火线。 毕竟， 生命
高于一切！ 更何况， 那都是年
轻的生命！

人们在送上心意的同时 ，
还应该想到， 许多火灾的发生
都是人为所致 。 关注消防战
士， 就应该提高消防意识， 学
习消防知识。 少一次火灾， 消
防战士就少一分危险， 多一份
生命保障。

□一刀 （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