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曙光： 春节期间， 路上车
辆来往将会更加密集， 更可能出
现拥堵现象， 等待时间过长， 车
辆发生轻微剐擦或磕磕碰碰的
情况在所难免。 司机在开车时不
妨放平心态 ， 只有心宽才能路
宽， 只有敬畏生命， 遵守交通规
则 ， 做到文明驾驶 ， “斗气别
车 ” 等不文明现象才会越来越
少， 社会也才会变得更加文明与
和谐。

记者5日从民政部获悉， 民政部办公厅、 财
政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 要求各地春节期间结
合走访慰问， 采取多种方式精心组织开展为困难
群众 “送温暖” 活动， 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 （2月5日 新华社） □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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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象漫说

■有感而发

“职工春晚”展现劳动者奋斗风采

1月31日， 吴水花穿上新买
的大红衣服坐上了开往宁波舟山
港股份有限公司北仑矿石码头分
公司宁钢码头的专车。 她丈夫陈
必生是该码头装卸工， 这天公司
举办 “留港守岁， 定格幸福” 活
动， 为春节留守的职工拍摄全家
福。 （2月6日 《工人日报》）

春节是合家团圆的时节， 可
是， 不少职工由于工作需要， 仍
然留守在工作岗位上， 无法和家
人一起过年。 如何让留守职工及
其家属感受到春节的祥和、 温馨
和欢乐。 笔者以为， 宁波舟山港
股份有限公司为春节留守职工拍
摄全家福， 不失为一个好创意。

为留守职工送上一张全家
福， 这样的留守礼物虽轻， 但意
义却不小。 首先， 企业派专车接
送职工家属， 充分体现了对留守
职工的关心重视， 可以让职工及
其家属体味到 “大家庭” 满满的
温暖， 提升归属感和幸福感； 其
次， 在职工上班的地方拍摄全家
福， 现场感强， 不仅可以让家属
们亲身感受职工工作的场景， 而
且也方便留守职工就近进行拍
摄， 不会影响工作； 再次， 把全
家福作为留守职工的春节礼物，
具有纪念意义， 可以为职工家庭
永久留下美好的记忆。

□费伟华

潘铎印： 临近春节， 消费市
场热度持续提升。 各地开始密集
发放新一轮消费券， 主要涉及汽
车、 餐饮、 家电、 文旅等居民长
期消费的热点行业， 覆盖更加广
泛的人群， 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
力。 节日消费助力龙年经济 “开
门红”。 期待各地把握节日消费
的时间窗口， 从供需两端持续发
力， 激发有潜能的消费， 培育壮
大新型消费， 优化消费环境， 推
动消费市场持续 “暖” 起来， 更
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2月2日， 宁夏银川市总
工会2024年送文化进基层活
动启动， 在为企业职工送上
新春祝福文化普惠 “大礼
包” 的同时， 也拉开了 “新
时代凤城工友大舞台” 送文
化进基层系列活动的序幕 。
送文化进基层和劳模宣讲作
为银川市总工会 “新时代凤
城工友” 系列职工文化品牌
的重要活动载体， 自开展以
来受到了广大一线产业工人
和劳动者的欢迎。 （2月6日
《宁夏日报》）

歌舞、 相声、 杂技、 变
脸……活动现场， 丰富多彩
的文艺节目赢得在场职工掌
声阵阵 、 喝彩连连 ， 写春
联、 送理发等普惠服务让职
工感受到喜气洋洋的节日氛
围 ， 将银川市 “工会在身
边·欢喜过大年 ” 迎新春职
工系列文化活动推向高潮。

春节临近， 又正值严寒
的冬季， 各地纷纷开展 “送
温暖 ” 活动 ， 给职工送上
“暖心大礼包”。 如果说 “暖
心大礼包” 是 “物质福利”，
银川市总工会启动的 “送文
化进基层” 则是送给职工的
“精神食粮”， 同样受到职工
的热烈欢迎。

因为工作繁忙， 很多职
工一年到头也难得观看一场
现场文艺演出。 然而， 这并
不代表他们没有文化艺术方
面的需求 。 “送文化进基
层”， 满足了职工的精神需
求 。 不要小看一场文艺演
出， 它可以愉悦职工身心 ，
振奋职工精神， 鼓舞职工干
劲。

送文化进基层， 是满足
职工精神生活的有效途径 。
笔者为之叫好之余 ， 希望
“送文化进基层 ” 能够常态
化制度化， 将更多精彩的文
艺节目和文化普惠服务送到
园区、 企业和工地， 让一线
职工一年四季都可以享受
“精神大餐”。

□余清明

春节期间开车
不妨放平心态

优化消费环境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为留守职工拍摄全家福是个好创意

2月4日， “匠心筑梦———新
时代工商名城劳动者之歌” 2024
年 无 锡 市 职 工 春 节 联 欢 晚 会
在 无 锡市工人文化宫职工剧场
举行 。 600多 位 职 工 代 表 观 看
了演出 。 晚会由无锡市总工会
主办， 无锡市工人文化宫承办 ，
旨在营造暖心过年氛围， 提振
职工队伍奋发向上、 拼搏进取的
精气神 。 （2月6日 《江苏工人
报》）

“职工春晚” 没有专业的演
出人员， 也没有明星大腕， 完全

由职工们自编自演， 热情讴歌了
劳模精神 、 劳动精神 、 工匠精
神 ， 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职工风
采， 增强了职工归属感、 获得感
和幸福感。

“职工春晚” 是一线劳动者
的舞台， 在这个舞台上， 职工可
以尽情展示自我风采， 展现奋进
力量。 身边人讲身边事、 演身边
人， 由于节目内容贴近职工日常
生活， 更容易引起共鸣， 增强感
染力和吸引力 。 更值得一提的
是， 晚会通过 “无锡市总工会”

视频号同步直播传递到千家万
户， 不少市民在线上观看、 留言
互动， 分享新年愿望， 也促进了
劳动文化的传播。

充满真情实感的 “职工春
晚”， 丰富了广大职工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 营造了浓厚的过年氛
围 ， 凝聚起一股向上向善的力
量。 期待这样的 “职工春晚” 能
够常年举办， 让更多职工走上舞
台， 展现劳动者的奋斗风采， 唱
响美好新生活。

□刘予涵

多给职工送上
“精神食粮”

“送温暖”

今年北京市“两会”上，北京
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到一
起“隐形加班”案件。报告指出，该

案是全国首例在裁判文书中明确
“隐形加班”问题的案件。 针对网
络时代“隐形加班”现象，法院将
下班后利用微信付出实质性劳动
依法认定为加班， 保障了劳动者
的“离线休息权”。 很多网友在为
该案件点赞的同时， 也发出各种
无奈：“我们企业也一样， 手机24
小时不得关机”……（2月6日《法
治日报》）

据报道， 全国首例在裁判文
书中明确 “隐形加班” 问题的案
件， 其二审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
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对于利用
微信等社交媒体开展工作的情
形， 如果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使
用社交媒体开展工作已经超出了
一般简单沟通的范畴， 劳动者付
出了实质性劳动内容， 或者使用
社交媒体工作具有周期性和固定

性特点， 明显占用了劳动者休息
时间的，应当认定为加班。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通信工具
的普及， 一种新型的加班模式逐
渐浮出水面，被人们称为“隐形加
班”。这种加班不再是传统意义上
的在办公场所延续工作， 而是通
过各种社交媒体和通信工具在下
班后继续处理工作任务。 下班后
微信群的消息响个不停， 深夜依
然要回复工作邮件， 周末还要参
加各种名义上的团建活动……这
些看似 “灵活” 的工作安排， 实
则侵犯了劳动者的休息权。

“隐形加班”之所以会出现，
一方面是因为现代通信技术使得
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变得模糊，另
一方面也反映出一些用人单位对
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漠视。

“隐形加班” 呼唤 “显性权

益”。 首先需要强化时间规则意
识。 用人单位应该明确工作时间
和休息时间的界限， 尊重劳动者
的休息权。

其次 ， 应考虑引入 “离线
权” 等制度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
权。 通过立法保障劳动者的 “离
线权”， 可以有效地防止用人单
位通过通信工具在下班后继续安
排工作任务。

此外， 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和举证制度。 现实中，对于“隐
形加班” 还存在法律上举证和认
定困难的情况。 不少过往案例显
示判决不支持赔偿加班费， 原因
包括劳动者提供的证据不能直接
证明系经用人单位安排加班，未
能证明劳动者所主张的存在连续
性、常态性加班情形。 对于“隐形
加班”的认定和举证问题，应该制

定更加明确和具体的规定。同时，
应该加大对用人单位违法行为的
处罚力度，提高其违法成本。对于
劳动者来说， 应该加强自身的举
证意识，通过保存聊天记录、邮件
等方式固定证据， 以便在维权时
能够提供有效的证据。

当然， 要解决 “隐形加班”
问题， 还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有
关部门应该加强监管， 对违反相
关法律规定的企业进行处罚和纠
正。 企业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
合理安排职工的工作时间， 保障
他们的身心健康。 劳动者也应该
提高自身的维权意识， 敢于对不
合理的加班说 “不”。 工会则应
在平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力量方
面发挥作用， 促进双方之间的沟
通和协商， 达成更加合理的工作
安排和权益保障。

□王琦

■劳动时评

要解决“隐形加班”问题，
还需要多方共同努力。有关部
门应该加强监管，对违反相关
法律规定的企业进行处罚和
纠正。 企业应该承担起社会
责任，合理安排职工的工作时
间，保障他们的身心健康。 劳
动者也应该提高自身的维权
意识，敢于对不合理的加班说
“不”。工会则应在平衡劳动者
与用人单位力量方面发挥作
用，促进双方之间的沟通和协
商，达成更加合理的工作安排
和权益保障。

遏制“隐形加班”，切实保护好劳动者的休息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