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领导交办的任务要完成， 那
如果是工作以外的事呢？ 日前，
杭州一位网友就遇到了这样困

扰， 这位名叫 “@月亮葡萄酒 ”
的网友发帖称， 领导一会儿要求
自 己 半 夜 送 他 女 儿 去 医 院 ，
一 会 儿要求帮他女儿写作业 。
面对这种 “保姆式” 的要求， 到
底应该怎么办？ （9月28日 《劳
动报》）

领导的私事帮不帮？ 对于职
场人士难免会遇到此类问题。 诚
如新闻中的案例， 一旦帮领导干
私活开了头， 就很有可能刹不住
车。 而有如此经历者并非少数，
诸如， 有下雨天给领导儿子送伞
的； 有每年寒暑假最后一天陪领
导孩子做作业、 拍视频， 甚至还
有半夜领导喝多了， 打电话让他
去接一下的等等， 被称之为 “保
姆式” 员工一点不过分。

从情理角度讲， 拒做 “保姆
式” 员工的确是两难的事情： 不
拒绝， 只能是累了自己， 甚至是
耽误了主业， 而且这种不心甘情
愿的事情也难免会让自己的心情
变糟； 拒绝， 既有可能影响彼此
的关系， 尤其对方是领导， 也就
难免得罪对方， 更不排除以后会
被穿小鞋。 不过， 须认识到， 员
工任由此种现象存在， 未尝不是
对自身权益的侵害。

从法律角度讲， 正如有律师
所言， 这些私事本不属于员工的
职 责 范 围 ， 因 此 是 有 理 由 拒
绝的。 确实如此。 毕竟， 员工没
有法律义务帮助单位领导办私
事。 这也就意味着， 偶尔帮领导
一个忙虽合乎情理， 一旦超出了

限度， 是对员工权益的侵害。 因
为， 员工要付出一定的时间成本
或经济成本去处理本不该自己处
理的事情。

如何才能规避上述现 象 ？
笔者以为 ， 无论是普通同事 ，
还 是 上 下 级 同 事 ， 均 应 该 妥
善 处 理 自 己 的 私 事 ， 不 能 因
为自己私事给同事尤其下属增
添负担。 比如， 站在领导的角度
看， 虽然有支使下属的权利， 但
并不意味下属就是自己的 “保
姆”。 因此， 在职场中， 领导将
下属当 “保姆” 这样的想法与做
法要不得。

同时 ， 员工面对上级领导
“保姆式” 的要求， 完全没有必
要忍气吞声 。 一则可以委婉拒

绝， 让对方知道自己的立场； 二
则面对不知趣者 ， 同样没 有 必
要 退 让 ， 委 婉 拒 绝 不 成 大 可
果断表明自己的态度。 更退一步
讲， 如果一位领导会因为你的
拒 绝 而 刁 难 你 ， 那 这 样 的 领
导也不适合与其长期共事 。

和谐的职场关系 ， 需要 每
个 人 互 相 尊 重 。 毕 竟 ， 人 在
职 场 多 有 不 易 ， 没 有 必 要 因
为 自 己 的私事去叨扰别人 。 对
于用人单位来讲 ， 不应该纵容
“保姆式 ” 要求 的 存 在 ， 甚 至
有 必 要 为 权 益 被 侵 害 者 及 时
撑 腰 。 也 唯 有 这 样 ， 职 场 环
境才会越来越正气十足， 这对于
员工个人以及事业的发展， 才能
起到积极作用。

■长话短说

和谐的职场关系， 需要
每个人互相尊重。 毕竟， 人
在职场多有不易， 没有必要
因为自己的私事去叨扰别
人。 对于用人单位来讲， 不
应该纵容 “保姆式” 要求的
存在 ， 甚至有必要为权益
被侵害者及时撑腰。 也唯有
这样， 职场环境才会越来越
正气十足， 这对于员工个人
以及事业的前进， 才能起到
积极作用。

■网评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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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让“有序开放、预约旅游”成新常态

□杨玉龙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国庆、 中秋 “双节” 临近， 月饼消费市场逐
渐升温。 青海省消费者协会提示， 消费者不要购
买食用 “三无” 月饼， 警惕过度包装宣传的 “功
能” 月饼。 （9月27日 新华社） □毕传国

远离

戴先任： 近日， 云闪付、 苏
宁易购、 中国移动、 百度地图等
10家企业的18款APP (移动互联
网应用程序 ) 获颁安全认证证
书， 标志着我国APP安全认证工
作正式开展。 通过开展APP安全
认证， 就有利于净化APP软件应
用市场， 遏制APP乱象， 营造良
好的APP行业生态。 同时， 对于
那些没有经过安全认证的APP也
要加强监管力度。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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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9月26日从北京市政
务服务局了解到， 北京市持续
打造政务服务在线导办服务，
依托北京政务服务网上大厅，
采用全程在线、 即时互动、人
工+智能的模式， 为企业群众
提供“一对一”实时咨询解答服
务， 致力于提高企业群众办事
成功率， 最大限度减少企业群
众跑腿次数，助力“不见面”审
批。（9月27日 《北京青年报》）

强化网上政务服务符合互
联网社会的发展趋势， 符合民
众、 企业的需求， 能够提高办
事效率， 降低办事成本， 减轻
申办者的负担。 然而， 需要注
意的是， 随着网上政务服务功
能的日益完善， 参与网络办公
的部门越来越多， 服务范围越
来越广， 服务板块、 栏目越来
越丰富， 有些服务流程和环节
也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 技术
性 。 另外 ， 申办者的上网素
质、 办事素质和理解力参差不
齐， 在 “不见面” 的情况下，
一些申办者在网上政务平台办
事可能就像一些患者到了医院
大厅不知该到哪找某一个科室
或某一个医生一样， 不知道该
点击进入哪一个板块或栏目，
该怎样在网上一步一步地走流
程， 该怎样在网上提交相关材
料进行申报。

而有了政务服务在线导
办， 就给企业、 民众等申办者
提供了 “便民导航”。 按照北
京市政务服务部门的设计， 在
线导办全程在线， 与申办者实
时互动， 通过人工+智能的模
式， 为申办者提供 “一对一办
事导航”， 提供咨询解答服务，
并针对提问类别及问题所涉及
的部门， 将问题精准转接到相
应的深度咨询专员或对应的区
级政务服务中心在线导办平
台， 帮助其顺利实现网上预审
或受理。

政务服务在线导办是提升
服务质量的有效措施， 是深化
“放管服 ” 改革的有益尝试 ，
是增强政务服务治理能力的重
要抓手， 对推动政务服务上档
升级、 优化政务环境和营商环
境具有积极意义， 值得好评，
值得推广。 □李英锋

“双节”餐饮消费
莫忘节约意识

领导“保姆式”要求，员工有权说“不”

政务服务在线导办
是一种“便民导航”

天歌： 为提高消费者风险防
范意识 ， 确保大家度过一个和
谐、 欢乐的节假日， 柳州市市场
监管局12315中心特地发布 “双
节” 消费提示。 其中提到， 合理
安排菜肴 ， 不耍阔气 ， 不讲排
场， 积极推行 “光盘” 行动， 形
成 “文明用餐、 节俭惜福” 的良
好社会风尚。 要避免餐饮浪费现
象， 首先需要消费者， 牢记节约
意识。 其次是需要餐饮协会等加
强对餐饮企业的引导， 除了要服
务员对客人进行提醒之外， 还要
推出小份菜供消费者自行选择。

9月22日， 一名四川籍的19
岁男子独自进行鳌太穿越过程中
死亡。 记者9月28日从陕西当地
救援队获悉， 又有一名42岁的男
子在25日进山 ， 随后在山中遇
险 ， 所幸其28日联系到救援人
员， 独自下山后获救 。 虽然当
地在2018年早已下达 “穿越禁
令 ”， 但是依旧有人悄然前往 。
（9月29日 《北京青年报》）

“鳌太线 ” 是鳌山 和 太 白
山的简称 ， 二者是秦岭山脉第
二高峰和主峰 。 “鳌太 线 ” 风
景很美 ， 加之秦岭是中国南北
的地理分界线， 在很多驴友心中
有特殊的意义， 因此吸引了不少
人前往。

然而， 鳌太穿越行程达150
公里， 大段路程在海拔3000米以
上， 路线较长、 地形复杂、 天气
多变等因素给穿越带来极大风
险 。 据统计 ， 从 2012年至 2017
年， 5年时间穿越 “鳌太线” 已
累计失踪 、 死亡驴友达 46人 ，
“鳌太线” 被称为国内死亡率最
高的户外穿越线路。

当地管理部门坦言， 想要进
行鳌太穿越， 有几十条线路可以
进山，管理起来难度非常大。当地
为了劝阻鳌太穿越的驴友， 会定
期在各个进山口进行巡查， 村民
见到想要冒险的驴友也会进行劝
阻。 同时，加大宣传力度，让大家
认识到“鳌太线”的危险。 这些工

作当然是必要的， 不过并不能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毕竟，单靠人为
劝阻，时间和精力有限；纵然宣传
苦口婆心，也恐难入脑入心。遏制
非法穿越，关键要提高违法成本。

只有让追责成为常态， 非法进入
的一律处罚， 造成破坏的责令补
救，构成犯罪的追究刑责，才能倒
逼广大驴友对于自然保护区产生
敬畏。 □张淳艺

遏制非法穿越需提高违法成本

为适应国庆中秋假期游客游
览和景区的接待需求， 文化和旅
游部近期将旅游景区的接待游客
量从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50%调
整到了75%。 目前一些景区已经
出现了一票难求的情况， 故宫等
热门景区的假期门票已经被抢购
一空。 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
副司长单钢新9月27日表示，针对
旅游景区， 在统筹做好疫情防控
的前提下，重点抓好有序开放、预
约旅游。 （9月29日 中新网）

其实早在2019年8月，文化和
旅游部相关负责人就表示， 鼓励
景区尤其是资源脆弱型景区推行

门票预约，到2022年，5A级国有景
区将全面实行门票预约制度。 今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各地
景区在恢复开放中，按照“限量、
预约、错峰”的要求，推进实施门
票预约制度，目的是在限制人流、
提振消费、 优化体验之间找到平
衡点。 业内人士认为， 这不只是
适应疫情防控 “非常态” 之举，
更契合智慧旅游发展趋势， 或将
成未来新常态。

有序开放需要预约旅游， 预
约旅游促进有序开放， 二者相辅
相成、 相得益彰。 对景区而言 ，
实施有序开放、 预约旅游， 除了

利于疫情防控， 本身也可降低管
理成本， 如减少现场售票服务、
减轻游客集中的管理压力等； 对
游客而言，不仅可避免排长队、拥
堵等窘境， 还能让旅游体验感更
强。正如今年五一假期，游客点赞
北京一些热门景区实施“限量、预
约、错峰”的实效———“山和花海
代替了人山人海” “童年记忆中
的北海公园回来了”。

当然，要让“有序开放、预约
旅游”成为新常态，还需从根本上
提升旅游经营者提供优质服务的
动能，适应智慧旅游发展趋势，全
方位提升服务系统。 □付彪

APP安全认证
有利净化行业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