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上9点半， 在渝北财富中
心上班的何月 （化名） 第一时间
把公司下个月中旬活动的预热信
息发到了朋友圈里， 随后又在家
族群里发了信息， “今天也请大
家帮忙转发 ， 点赞 ， 谢谢啦 。”
随后， 她又发了一个5元的手气
红包。 同样的微信对话， 小何每

天都要发到四五个群里， “一天
下来红包都要发几十块。” 但她
没办法， 因为自己那条活动微信
的点赞数、 转发数不够的话， 公
司会扣更多的钱 。 （ 6月 26日
《重庆晨报》）

这家公司的规定， 不但引发
了该公司员工的抱怨和不满， 而
且在被曝光以后， 也引发了网友
们的质疑， 认为公司此举公私不
分， 涉嫌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 同时也会给部分员工的工作
和生活带来很大的困扰。 比如员
工为了完成公司的要求， 不但要
每天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发布活
动的信息、 链接， 而且还要在各
种各样的群里发布这些信息， 链
接。 为了减少别人的反感， 同时

也求得别人的转发， 每天都要在
群里发好几个红包才行。 但是如
果不发， 公司扣的钱可能比自己
发的红包还多。

员工的朋友圈 ， 却被公司
“无偿征用”， 怎么看怎么都觉得
不合理 。 但这件事只是一个缩
影， 在 “朋友圈时代”， 我的微
信朋友圈， 我自己却做不了主，
而是由公司企业做主的现象， 可
以说比比皆是， 一点都不稀奇 。
不 信 你 翻 翻 自 己 的 朋 友 圈 看
看 ， 会 发 现 很 多 人 都 在 发 布
自 己 所 供 职 单 位 、 公 司 、 企
业 的 各 种 活 动 信 息 、 广 告 方
案 ， 而 其 中 有 相 当 一 部 分 人
并 不 是 自 己 主 动 、 自 愿 发 布
的 ， 不 过 是 在 公 司 的 强 制 性

要求下发布的 。 劳动者个人的
微信朋友圈 ， 并不是企业的官
微 ， 属于劳动者的个人网络空
间， 在这空间里发布什么内容，
什么时候发布， 理应由劳动者自
己决定岂能由公司来做主？

一些用人单位强制性要求把
公司的各种信息发布到员工个人
朋友圈的做法， 侵犯了劳动者的
私人领域， 也就等于是干涉了劳
动者的个人权益， 不管是在情理
上还是法理上， 恐怕都是站不住
脚的。 根据 《劳动法》 的规定，
虽然用人单位有权要求员工进行
签订劳动合同时所签署的岗位职
责范围以内的活动。 但如果一个
人的劳动合同中并没有相关的职
责义务的规定， 那么公司就无权

强制要求员工去做并非自己的分
内之事 。 如果在该职员 未 达 成
公 司 要 求 时 被 公 司 进 行 罚 款
或 扣 除 奖 金 等 行 为 ， 劳 动 者
也可向劳动仲裁机构提供相关证
据， 申请劳动仲裁， 保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

现在一些公司企业已经不仅
仅满足于在微信工作群中 “谈工
作”， 连员工的微信朋友圈都想
插一脚， 确实很不应该。 至于说
新闻中这家公司规定如果员工没
有完成活动点赞、 转发的任务就
罚款扣钱， 更是涉嫌违反国家劳
动法的相关规定， 要及时给予纠
正才行， 否则一旦员工拿起法律
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公司就
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长话短说

“熊孩子” 在校犯错， 老师应如何教育？ 近些年
来， 师生关系、 家校关系颇为敏感， 老师们陷入 “管
与不管” 的两难境地， 有老师苦恼： 对调皮捣蛋的学
生， “不会管”， 也 “不敢管”。 对此， 有教育界人士
呼吁， “请把惩戒权交给老师”。 四川达州市大竹县
第二小学进行了大胆的尝试 ， 该校2018年3月开始
“请戒尺进课堂”， 对违规学生实施轻微惩戒， 彼时曾
引发热议。 （6月25日 澎湃新闻） □王铎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戒尺进校”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关爱户外劳动者彰显城市文明温度

■世象漫说

我的朋友圈岂能由他人来做主

别让5角钱“小蓝本”
影响就医便利

■劳动时评

堵住短视频
购物消费陷阱

盛柏臻： 近日， 球鞋爱好者
田超尘的几位 “鞋友” 在阿迪达
斯中国官方网站 “摇号中签 ”，
获得了购买一款售价为1899元银
粉色 “椰子鞋” 的资格。 火爆的
“椰子鞋” 们不仅俘获了消费者，
也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和营销方
式， 甚至被炒出天价。 对于运动
鞋市场而言， 炒作并不能让鞋的
价值越来越高， 更不利于鞋文化
的传承与发展。 要让价格符合价
值， 让市场归于理性。

“球鞋文化”的发展
需要理性市场

李雪： 如今， 网上约号、 自
助取号 、 电子支付挂号费 、 药
费、 手术费均已实现， 而一些知
名医院不仅要求病患带病历本，
买病历本的5角钱还只能现金支
付， 让一些已经习惯了移动支付
的市民遭遇了没有现金的尴尬，
就医的便利感打了折扣。 5角钱
“小蓝本” 带来的问题， 因为对
于医院来讲看似是小事， 但却给
患者带来极大的不便。 尤其是，
在科技如此发达的当下， 这种现
象理应得到及时纾解。

一些用人单位强制性要求
把公司的各种信息发布到员工
个人朋友圈的做法， 侵犯了劳
动者的私人领域， 也就等于是
干涉了劳动者的个人权益 ，不
管是在情理上还是法理上 ，恐
怕都是站不住脚的。

外卖不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值得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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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街道工
会服务站暖心驿站完成规范化建
设。 上周， “升级” 后的暖心驿
站迎来第一拨 “客人 ”。 据悉 ，
展览路街道工会服务站暖心驿站
自2017年开始建设以来， 一直秉
承贴心服务户外劳动者的宗旨，
让他们累了、 渴了， 有地方坐、
有水喝。 近日， 展览路街道工会
服务站暖心驿站开展了规范化建
设。 （6月24日 《劳动午报》）

据报道， “升级” 后的暖心
驿站实现了 “一空间多功能 ”，
既满足户外劳动者休息的需求，

又可以作为沟通感情的空间。 暖
心驿站内配备了电冰箱 、 微波
炉 、 饮水机等家电 ， 还有 供 大
家休息的座椅 。 户外劳动者坐
在暖心角一边喝水， 一边与工作
人员沟通交流。 这样的 “升级”，
体现了关爱的 “升温”。 户外劳
动者是城市建设发展的重要组成
部分。

关爱户外劳动者， 彰显一个
城市文明的程度。 我们欣喜地看
到， 继街道、 工会推进户外劳动
者服务站建设之后， 越来越多的
医院、 餐馆、 超市等社会力量也

加入了进来， 免费为户外劳动者
提供避暑场所、 饮用水等， 提升
着对他们关爱的温度。 对广大市
民来说， 我们也应积极行动起
来 ， 多 些 感 恩 和 换 位 思 考 ，
少给户外劳动者增加工作量 ，
如 游 玩 时 不 乱 扔 垃 圾 ， 让 环
卫 工 人 少 弯 一 次 腰 ； 订 餐 迟
到时多些理解 ， 让外卖小哥少
些委屈……这些点滴举动， 就是
对他们最好的尊重， 看似微不足
道， 却带来的是温暖， 汇聚的是
文明。

□付彪

□苑广阔

还有不到一周， 《上海市生
活垃圾管理条例》 就将施行， 其
中有一项规定和许多喜欢点外卖
的市民相关： 餐饮服务提供者和
餐饮配送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向
消费者提供一次性餐具， 包括一
次性筷子、 调羹、 叉子和刀。 这
一规定引起沪上近十万家餐饮服
务单位的高度关注， 也引发网友
热议， 不给餐具了怎么吃饭？ 外
卖会涨价还是降价？ 会像限塑令
一样治标不治本吗？ （6月2５日
《新民晚报》）

外卖一次性塑料餐具带来的
环境污染不容小觑， 特别是有的
店家为了好看的 “颜值”， 除了
主食之外， 还配上各自独立包装

的筷子勺子叉子牙签等餐具， 一
顿外卖吃完留下一大堆一次性塑
料包装袋， 其实这些冗余的餐具
成本最终还是转嫁给消费者身
上， 既增加了环境负担， 也加大
了经济成本。

点外卖必然会带来一次性餐
具的消耗， 这是无法避免的， 因
为不论怎么精简还是需要容器装
主食， 但可以在额外餐具上做文
章以此减少一次性用品的消耗。
不主动提供餐具意味着在没有特
殊要求下 ， 外卖商户只供应食
物 ， 消费者可以在住处自备筷
子、 刀叉等餐具。 事实上， 这完
全是可行的， 对于一些长期爱点
外卖的消费者来说， 用家用筷子

代替一次性筷子的习惯可以很快
养成， 通过一双双筷子的减少，
日积月累也能减轻环保压力。

环境保护需要公民意识的提
高， 环保更是一种生活习惯， 外

卖不主动提供餐具可以倒逼消费
者 通 过 自 备 餐 具 的 方 式 减 少
不 必 要的一次性餐具的消耗 ，
值得一试。

□玫丽娜

眼看着视频里的 “吃货”
主播大快朵颐、 女主播貌美
如花， 心里痒痒的用户只需
点开视频 下方的链接即可
“一键购买” ……近来， 各短
视频平台纷纷接入商城功能，
让消费者们看视频、 买产品
“一气呵成”。 然而， 随着短
视频带货越来越火爆， 其产
品服务质量问题开始暴露 ，
不少网友抱怨： “看了心动，
买了心痛。” （6月26日 《工
人日报》）

短视频购物最大的陷阱
是商品 “货不对板”， 短视频
平台上卖家展示的商品和消
费者收到的商品从外观到品
质都严重不符 。 例如水果 、
海鲜等食用品， 卖家展示的
商品个头大、 颜色漂亮， 消
费者收到的商品个头小、 颜
色差。 此外， 这些产品常以
远低于线下市场价格吸引消
费者注意， 买家下单后， 卖
家在实际付款环节巧立各种
名目收取各种 “附加费”， 最
终消费者实际支付的价格远
高于市场价。

短视频购物平台乱象侵
犯了消费者权益， 治理乱象
需多管齐下。 关键是加强监
管。 监管不到位是短视频购
物 乱 象 存 在 的 主 要 原 因 ，
监督部门应加强对平台 监
管 ， 责令平台采 取相关措
施 ， 保护消费者权益 。 平
台和卖家也需自律 。 短 视
频平台加强自律 ， 加强 对
平台 内经营者行为的规范
管理 ， 营造短视频购物 舒
心环境 。 卖家也要认识到 ，
做 “一锤子买卖” 是自毁长
城， 要想生意做大做强必须
守规矩， 不能做坑害消费者
的事。

短 视 频 购 物 藏 有 消 费
陷 阱 ， 既 侵 犯 消 费 者 权
益 ， 也不利于平台自身 发
展 ， 同时还造成社 会诚信
危机 ， 社会各方对此都 应
高度重视并有所作为 ， 齐
心协力堵住短视频购物 消
费陷阱 。

□谢庆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