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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马云：
我们不能让孩子成为计算、做题的机器

3月29日，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颁奖

典礼上，马云表示很多人讲中国教育很差，

其实教和育是两回事，中国的教很好，育很

差，我们不应该让孩子成为计算、做题的机

器。“数学能帮助我们孩子更具有创造力，帮

助孩子进入一个新的世界。” @北京时间

□ 张西流

时事乱炖

治理加班“无偿”，还须监管“有为”

近日在北京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

对于超过8成的白领来说，加班是常态，

有超过7成的白领没有加班补贴。私营

企业和小规模企业加班没补贴的现象

最严重。超8成的私营企业的白领表示

加班没有加班费，外商独资的加班补贴

更规范。（3月30日央广网）

不可否认，人在职场，要求“零加

班”，也不现实。既然总会有人加班，

就应该明确加班补偿，不能无条件加

班。《劳动法》规定，安排劳动者延长工

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150%的工

资报酬。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

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200%

的工资报酬。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

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300%的工资

报酬。然而，这样的规定在现实中显

得很尴尬。人们吐槽称：加班是常态，

无偿加班更是常态。

问题是，用人单位克扣员工的加

班费，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多数员工

也被动接受了这种潜规则。以至于，

一边是用人单位变本加厉地要求员工

加班，肆无忌惮地“贪污”员工的加班

费；一边是相关监管部门漠然视之，将

《劳动法》锁在文件柜中睡大觉。在监

管缺位的情况下，曾有法律人士建议

员工自己举证，通过投诉、打官司等途

径，向用人单位讨要加班费，去以卵击

石。殊不知，即便是员工打赢了这场

官司，讨回了加班费，等待他的或将是

用人单位的百般刁难，甚至让其卷铺

盖走人，丢掉了赖以生存的饭碗。

可见，治理加班“无偿”，还须监

管“有为”。换言之，维护劳动者的基

本权益，关键是相关部门在监管和执

法上要有所作为，不可消极地坐等劳

资纠纷闹上门。对于服务行业、尤其

是企业的加班行为，亟待进行规范和

监管；对于克扣加班费的行为，要发现

一起查处一起，决不能让加班费沦为

一种“纸上权利”，影响劳动者的敬业

度和幸福感。同时，确保劳动者的休

息权，不仅有赖于相关法律的进一步

健全，还需要企业细化管理；不仅需要

管理者增强尊重劳动者的观念，也需

要劳动者自己珍视与用好休息权。此

外，除了加班费，劳动者加班后还可以

调休。希望用人单位能充分尊重劳动

者申请调休的权利。

防沉迷别只“依赖”
用户自主选择

□ 杨玉龙

热点冷评

3 月 28 日，在国家网信办指导组织下，抖

音、快手、火山小视频等试点上线青少年防沉

迷系统。今年6月将在全国主要短视频平台全

面推广。记者体验发现，启动“青少年模式”

后，使用时段、服务功能、在线时长都将受限，

且只能访问青少年专属内容。但该模式是否

开启由用户自主选择，或存在使用漏洞。（3月

31日《新京报》）

“青少年模式”表面看可以起到防沉迷作

用，但是从具体实践来看，如何保证未成年人

主动选择“青少年模式”？这值得追问。同时，

未经监护人设置的青少年用户，系统将通过技

术手段进行筛选甄别，这真的可以成为未成年

人沉迷短视频的“防火墙”吗？而且，是否进入

“青少年模式”由用户自主选择，并不强制。

由此可见，防沉迷系统倘若只依赖青少年

的自觉，恐怕其效果或许难以令人满意。比

如，在没有家长监护的情况下，未成年人完全

可以选择不进入“青少年模式”，随意浏览。当

其成为一种常态时，青少年网络安全环境更无

从谈起。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对网络信息内

容建设、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障、预防和干预、

法律责任等角度提出规范。短视频平台理应

认识到，保护生在屏幕一代的孩子，靠机制更

要靠责任。故此，理当担负起社会责任。即便

推出防沉迷系统，须在“有效与有用”上下功

夫。尤其是在技术上应舍得投入，以促使防沉

迷系统真正能够做到防沉迷。

同样，家庭、学校、社会也应协同给力。比

如，于家长，应管控好孩子的上网时间，并积极

构建和谐的亲子关系；于学校，应加强学生互

联网媒介素养教育，引导其科学正确使用网

络；于社会，当为青少年多提供有情趣、有意义

的游戏，或者好玩的、温暖的娱乐场所。总之，

通过共同努力，不让青少年沉迷于网络及短视

频世界。

总而言之，防沉迷别只“依赖”用户自主选

择，无论是互联网企业，还是相关职能部门，无

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长管束，均不能“大撒

把”乃至放任不管，唯有如此，青少年才不会被

网络所伤。

微声音

周末补觉容易长胖

平时熬夜，周末补觉是不少人的真实写

照，但美国科学家的一项研究表明，周末补

觉会让人发胖，甚至比睡眠不足还损害健

康。研究人员表示，工作日睡不够、周末补

觉的人通常会比持续睡不够觉的人吃更多

零食，不仅让人变胖，还增加了患糖尿病的

风险。建议每天应睡够7小时左右。

@生命时报

“每次开机都要看20s开机广告，

被它逼着消费我的时间，收的广告费

有分一点给我吗？”“我花钱购买的是

电视，不是广告！”智能电视带来便利

的同时，如影随形的开机广告也引发

消费者不满，类似的投诉并不少见。

（3月31日《南方都市报》）

开机广告是智能电视厂商强制

的植入服务，并未征求消费者意见，这

就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同时，对

于开机广告，在遥控器上根本找不到

关闭键及跳进键，就是说，开机广告是

一种逼迫消费者必须耐着性子看完的

“强制性广告”，这无疑侵犯了消费者

的选择权。

无利不起早。智能电视设置开机

广告肯定有好处，那就是不菲的广告

收益。数据显示，2017 年开机广告收

入 5.2 亿元；2018 年，以开机广告为代

表的系统层广告收入约为26亿。这么

庞大的广告收益，并非返利消费者，却

是以牺牲消费者的宝贵时间来获取

的，这对于广大消费者，有失公平。

对于开机广告，一位电视品牌负

责人称，开机是需要时间的，开机广告

则是“为了缓解开机时短暂黑屏带来

的不适”，这种说辞根本站不住脚。一

方面，有的品牌就没有开机广告，开机

时间并不长，另一方面，倘若感觉电视

开机时间长，理应在技术上下功夫，尽

量缩短开机时间，而不是依靠开机广

告来“丰富开机时那段枯燥时间”。须

知，消费者对于广告是深恶痛绝的。

为了免看广告，一些人在使用客户端

观看影视剧的时候，采取变身会员、

VIP用户等方式来免看广告，可是，开

机广告却是强制性的，基本上用什么

方式也避免不了。

而实际上，随着人们越来越表现

出对于开机广告的不满，一些品牌商

家已经将开机无广告作为卖点，不遗

余力地向用户推销“无广告产品”。这

实际上给一些开机广告泛滥的电视品

牌提了个醒：开机广告是把双刃剑，不

要仅仅看到那点广告收益，很有可能

因此而失去部分用脚投票的消费者。

□ 曲征

开机广告理应尽快走下荧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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