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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专职驾驶员，有何不可呢
■ 黄齐超

非常道

日本奥委会主席：
东京奥运会可能没有观众

日本奥委会主席山下泰裕 4 日表示，

东京奥运会的形式将会发生变化，可能会

没有观众，但他们将竭尽全力让全世界的

运动员到东京参赛。这位 1984 年奥运会

的柔道冠军说：“不管有什么样的状况出

现，我们都将以灵活的方式，尽力将全世界

的运动员带到东京参赛，给全世界带来希

望和光明。” @参考消息

微声音

伸个懒腰放松全身

俗话说“常伸懒腰乃古训，消疲养血又

养心”，伸懒腰虽然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对

健康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好处：能消除疲劳、

提神解乏，对久坐族来说更是一个随时可

做的放松动作。伸懒腰时要使身体尽量舒

展，四肢要伸直，全身肌肉都要用力。伸展

时，尽量吸气；放松时，全身肌肉要松弛下

来，尽量呼气，这样锻炼的效果会更好。

@生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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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命换钱”的加班文化当休矣
■ 张培元

1 月 3 日晚间，关于

“拼多多23岁女员工加班

后猝死”的消息在网络上

不 胫 而 走 。 该 女 员 工

1998年出生，2019年7月

入职拼多多，负责买菜招

商方面工作。2020 年 12

月29日凌晨1点半，其在下班途中晕倒，最终

医治无效死亡。（1月5日《今日女报》）

对于每个人来说，生命只有一次，不可

逆转也无法复制，更不可能推倒重来，所有

个体都是名副其实的“濒危保护动物”，需

要加倍珍惜自己的身心健康。敢拼才会

赢，拼工作、拼事业不能拼身体，要学会休

息，懂得一张一驰是文武之道，在充分保障

生命健康的前提下放手去拼、善打硬仗。

须知每个人既是“工作人”，更是“家庭人”

“社会人”，背后都有无数亲情牵挂，肩上扛

着沉甸甸的家庭重担，无休止地透支健康，

当生命难以支撑突然坍塌，只会给亲人们

带来无尽悲伤。

这是一个奋斗的时代，人人可以通过

奋斗收获幸福，但绝对不能把“奋斗”曲解

为“拿命换钱”，企业更不能以此为遮羞布

无端剥夺或恶意侵蚀员工合法权益。从

《宪法》到《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从《安全

生产法》《就业促进法》到《民法典》，一系列

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要保障劳动者的休

息权、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绕开国家

确定的标准工时制，炮制出所谓的“大小

周”及“996”工作制，都是对以人为本原则

的践踏，对法律底线和红线的突破，对员工

生命健康的极端不负责任。

企业要有“狼性”更要有“人性”，善

待员工、敬畏生命，把劳动者健康作为

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为大家创造施展才华、建功立业的平

台，也要让所有人充分体会到职业的荣

光和尊严，充分享受到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人不是工作的奴隶，健康不是

可以无穷透支的资源，“拿命换钱”的畸

形加班文化当休矣。

“限时如厕”奇葩规定必须依法叫停
■ 吴学安

时事乱炖

“上班时间上两次洗手间，罚20元！”最

近，有网友爆料，广东省东莞市安普电器有

限公司有员工因上厕所被罚款。网传的处

罚公告显示，该公司规定每个班只允许上

一次洗手间，而被处罚人员上了两次，还有

被处罚者后面备注着“上洗手间不登记”。

（1月5日新华报业网）

在商言商，厂方追求工作效率与经济

利润本无可厚非。这家公司管理者加强内

部管理不无道理，却也存在明显的局限，并

非所有行业和岗位的业绩体现都直观量

化，员工真要成心磨洋工，即使不上厕所，

同样可采取更为隐蔽的方式偷懒，譬如“身

在曹营心在汉”即是典型。在团队中，管理

者处于相对优势地位，但公司要出效益，则

离不开一线人员的齐心协力，管理者唯有

从内心深处将员工当人看、当资源，在尊重

呵护的基础上谋求共赢，才能实现利润最

大化。

过往无数经验证明，在企业管理日趋

人性化的背景下，新生代员工越来越注重

自身权益，若一味秉持人治思维，单纯迷信

粗放、僵硬、教条的传统“盯防”管理模式，

效果注定不会太理想。而像报道中这样，

连员工上厕所都要限时间，一则凸显出企

业管理者管理能力的黔驴技穷，再则，也折

射出企业在文化建设上的苍白，至于按照

企业内部规定扣工资的说法，更是无稽之

谈，涉嫌违法。

一些企业动辄挥舞罚款“大棒”，压榨、

盘剥员工利益，以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员工

们往往迫于就业压力，敢怒不敢言。奇葩

规定频频出现，暴露出的是职能部门的缺

位和相关法律的滞后。而公司规定的“限

时如厕”恰恰违法，因为上厕所是每一个人

必要的、合理的生理需要，也是劳动者人身

权的重要内容。用人单位制定并执行的规

章制度，必须以合法为前提。对此，监管部

门应当对用人企业的规章制度来一次全面

“大体检”，剔除不合理的规定制度，并制定

严厉的处罚措施，如此才能让类似的奇葩

规定不再任性上演，其他行业企业的管理

者亦应以此为戒，深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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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某，本科，中央财经大学；许某杰，

本科，北京化工大学；封某，本科，北京交

通大学；拟聘为专职驾驶员。”近日，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机关服务中心的一

则拟聘公示引起网友关注，被网友调侃

为“双一流驾驶员”。1月5日，记者从该

中心负责招聘的工作人员处了解到，拟聘

者都是自考本科和成人本科，并非如网友

想象的“高学历”。（1月5日澎湃新闻）

“双一流”大学培养出来的毕业生

居然去竞聘专职驾驶员，此事件惹来网

友关注，被一些人调侃为“双一流驾驶

员”。招聘单位出面解释：这些拟聘者

都是自考或成人本科，并非全日制的

“双一流”大学学生。不知道这样的解

释能否让那些网友如释重负，但他们背

后的人才价值观有待商榷。

如果这些拟聘的驾驶员真的是全

日制“双一流大学”的毕业生，就该受到

嘲讽吗？答案是否定的。很显然，“双

一流驾驶员”之所以成为一些网友嘲讽

的对象，是因为这些网友的思维窠臼

——双一流大学培养出来的精英人才，

应该从事高薪的、体面的、有科技含金

量的工作岗位，而不能做驾驶员。事实

上，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北京大

学的毕业生能卖肉，其他“双一流”的大

学生怎么就不能做专职驾驶员呢？

自考本科和成人本科也是人才，在就

业时不应被无辜歧视，就此而言，我们挺佩

服招聘单位，没有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自考

本科生。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这固然是理

想状态。可是，每一位大学生都有自己的

就业选择权，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岗位，那是

他们的自由，我们无权干涉，就算双一流大

学的学生去选择做驾驶员，也无可厚非。

我们常常告慰大学毕业生，要端正

就业态度，不能好高骛远，别嫌弃低端

的工作岗位，特别是在就业环境不佳的

时候，即便是先就业再择业，也未尝不

可。可是现在，大学生心平气和地接受

了“专职驾驶员”这个工作，咋就有人来

嘲讽大材小用呢？嘲讽“双一流驾驶

员”的网友，真的该转变观念了。

厕霸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