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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重庆市高级

人民法院公布了一则“职

工不转发朋友圈被罚 1

万元并开除”案例，引发

广泛关注。记者采访发

现，一些用人单位为了营

销和扩大宣传，强制要求员工转发工作信息，

不少劳动者对此不满。微信和朋友圈本是个

人的社交场所，而强行征用员工朋友圈的做

法，让人心生反感。（7月3日《工人日报》）

在当今社会，社交媒体已成为人们日常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中微信、朋友圈

更是许多人的主要社交场所。然而，这些本

属于员工个人的社交领地，却在用人单位的

强制性要求下，变成了推销企业产品和服务

的营销工具。员工的朋友圈是一个相对私密

的社交空间，个人的生活、观点、情感等都可

能在其中展现，强制要求员工转发工作信息，

无疑是对私人空间的侵犯，容易引起员工的

反感和抵触。

一些企业为强迫员工参与，冠以“与公司

共进退”的说法，对转发内容、发圈频次、点赞

数甚至个人头像作出要求，并将员工转发情

况与其收入和职业发展挂钩。对于这一强制

做法，不少受访者表示虽然反感，但迫于工作

和生活的压力，不得不忍气吞声，默默完成这

份“分外的任务”。而强制要求员工转发工作

信息，会让员工感到自己的行为受到了控制，

可能会降低员工的归属感和满足感，进而削

减工作积极性。

因此，需要平衡用人单位和员工之间的利

益，尊重朋友圈的私域属性，避免沦为随意侵

占的公域。用人单位需要明确营销策略和目

标，采用更人性化的方式推广工作信息。例

如，可通过提供有价值的活动、内容或优惠券

等方式来吸引用户，而不是直接占用员工的朋

友圈。同时，要厘清隐私边界和职业道德，尊

重员工的自主权利。员工可以拒绝服从用人

单位的不合理要求，也可以在朋友圈中自主选

择是否转发工作信息，用人单位不得强迫。

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监管部门也

应加强对此类行为的监管和惩罚力度。对于

用人单位侵犯员工隐私、强制要求员工转发

工作信息等行为，应严格制止并追究相关责

任人的法律责任。 江德斌

“强征员工朋友圈”不妥，别将私域当公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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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开放别让“黄牛”作妖作怪

别人的屋檐再大，也不如自己有伞

长路漫漫，谁能不经历生活的风风雨雨。艰

难前行时，我们总会渴望有一方屋檐，为自己遮风

挡雨。然而经历过无数次失望之后才懂，别人的

屋檐再大，都不如自己有伞。生活总是这样，如人

饮水，冷暖自知。求人者，受尽冷眼，尝遍炎凉世

态，靠己者，尽管艰难，但最终能撑起自己的天。

懂得为自己撑伞，才能不被命运淋湿。要想不被

现实打败，唯一的方式，就是强大自己。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只有自己不断努力，老天才会

帮助我们。 @新华社

改变自己，从这三件事开始

1.停止抱怨。生活中，有些人遇到不如意的

事情，总是忍不住长吁短叹。停止抱怨，调整心

态，止住负能量的传递，好运才会照进你的生命

里。2.自我赋能。用乐观代替沮丧，用运动代替懒

散，用读书代替无所事事，一次又一次的行动，带

来的都是积极的改变。提高行动力，在梦想与现

实之间搭起桥梁，你想要的一切才会纷至沓来。3.

心怀感恩。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人和人之间彼此

担待、相互扶持，这种善良自带光芒，温暖他人的

同时也能照亮自己。 @人民日报

“请告诉我，这所大学是谁的？”“我

们是纳税人，为什么不让进？”不久前，一

则“家长带孩子进大学参观被拦，连环质

问保安”的视频受到关注。高校是否应

该放开参观游览，再次引发热议。随后，

该高校微信公众号发布回应称，校园目

前并未完全对外开放，只限校友、师生亲

友以及公务往来人士等预约入内，后续

将适时调整，尽可能满足公众参访需

求。记者采访发现，游客无法进入高校

参观的同时，在社交平台和电商平台上，

“付费入校”却成了一门生意。（7月2日

《工人日报》）

游览参观高校已经成为许多游客的一

个必选项目，带孩子参观名校也成为许多家

长教育孩子的一种重要方式。然而，当下的

高校开放是“有限开放”，不仅开放的范围有

限制，而且人数也有限制。当参观的人数超

过高校的承载量，“黄牛”就出现了，“付费入

校”成了一门生意。

高校开放是大前提，绝大多数高校都是

利用公共资源，特别是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

发展建立起来的，老百姓理应能够进入校园

内游览参观。与此同时，高校也是人才培养

场所，不是完全对外开放的社会空间。如果

过度开放会影响到高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也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高校如何开放？其一，靠制度管

理。现在不少高校开放是靠管理层的“自

觉”，高校管理理念的不同，也导致了高校

开放的程度和方式不同。这需要对高校

开放进行制度化，做到有依据，方便高校

操作；其二，靠技术。高校开放，只能是有

限开放，要把握好“度”。一些参观人数过

多的高校，需要通过技术手段进行管控，

防止“黄牛”参与其中；其三，做到精准、科

学、高效开放。要分时分区域逐渐有序开

放，例如在节假日和寒暑假对社会开放，

一些公共区域也可以对外开放。

高校开放堵不如疏，高校要做的是

如何更好地开放，生动地开放，比如，多增加

一些定期的校园开放日，请学校管理部门、

师生等志愿者充当导游、讲解，引导游客和

市民参观，这是校园文化与社会共享的一个

有益探索，有利于增加学校的知名度和亲和

力，对于游客，特别是中小学生更有不错的

教育意义。 王军荣

本想办个低月租的手机套餐，却

被莫名其妙购买了零元购机的金融合

约分期产品；续费家庭宽带，却稀里糊

涂开通了小额信贷、预授权冻结等金融

业务，直到产生不良征信记录或接到

金融公司催收电话，才发现自己被“套

路”了……办理通信业务，却意外背上

一笔贷款，手机套餐背后的这些猫腻，

都指向近年来各大通信运营商广泛布

局的消费金融业务。

理论上讲，通信运营商进行多元化

布局并无不妥：消费者降低了购机门槛，

还可享受话费补贴等优惠；运营商可以

维系用户长期在网；手机厂商提高了销

量；金融服务公司获取了长期客户。但

现实情况是，很多销售人员避重就轻，只

讲套餐优惠，对暗含的风险却含糊其

辞。面对冗长繁杂的格式条款，消费者

在销售人员的诱导下输密码、签字、证件

拍照，却不知自己签的是一份贷款合同，

甚至无意间接受了“手机欠费就意味着

贷款逾期和信用受损”的约定。

通信运营商“你不问我就不说”

的 做 法 无 疑 侵 犯 了 消 费 者 的 知 情

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

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

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经营

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

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

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

引人误解的宣传。

运营商拓宽业务范围应建立在尊

重消费者意愿的前提上，明明白白告知

风险和收益，把选择权留给消费者。

对消费者来说，要珍视个人信用，

警惕各种所谓“免费”“低价”的商品和

服务。征信是个人信用的重要反映，与

购房、求职、贷款等事务密切相关。如

果发现被“套路”，要积极寻求有关部门

的帮助，及时止损，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作为监管部门，要加大执法检查力

度。尽管很多营业网点对于办理业务

的流程都有明确规定，但在实际执行中

往往有打折扣和走样的情况。对此，监

管部门要加强监督，引导营业网点提高

工作规范性，特别是对于格式条款中涉

及重大利害关系的约定，销售人员应严

格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营造让消费者

明白消费、放心消费的环境。

康琼艳 《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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