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聊微信罚款，企业“家规”不能“犯规”
近日，哈尔滨一家公司发布关于员工微

信的使用管理规定，“若发现私聊微信，每次

罚款 100 元/人”。哈尔滨市民陈女士(化名)

将该公司的的管理通知截图发在网上引发关

注。有人说，“我很想知道私聊微信违反了劳

动法的哪条”“公司规章，制度也不可以凌驾

于法律之上”，也有人分析“侵犯员工隐私权，

除非手机是单位发的工作用机”“强行检查微

信就已经违法了”。(10月28日上游新闻)

手机信息是属于员工的个人隐私，如果

企业查员工手机，便侵犯了员工的个人信息

权、隐私权、人格尊严等，员工手机中可能有

第三人的隐私信息，此举还可能侵犯第三人

隐私。

一些用人单位对查看员工手机习以为

常，侵犯了员工的核心权益。我国刑法规定

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获取公民个

人信息罪，是指通过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

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查

看员工手机，涉嫌严重侵犯了员工的隐私权

等核心权益，与非法“搜身”无异。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一些企业也习惯

于对员工进行数字化管理。企业对员工进行

数字化管理，要能把握好分寸。企业不能侵

犯员工的隐私等合法权益。用人单位莫成

“驭人单位”，企业管理不能任性，管理之手不

能乱伸。企业“家规”不能“犯规”，不能成了

“私法”凌驾于法律之上。劳动者不是用人单

位的“家奴”，用人单位要提升依法治企能力，

要做到依法用工，尊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监管部门也要加强监管力度，对侵犯劳动者

合法权益的用人单位，要能依法依规予以处

罚，增加他们的违法违规成本。劳动者也要

能增强维权意识、防范意识，对于招聘单位侵

犯个人隐私等行为，也不要忍气吞声、逆来顺

受，要能积极维权。 戴先任

三年来，推开家门的

第一时间，徐涵经常是着

急忙慌地上厕所，她对妈

妈的解释是，在学校里憋

了一天。这是她上初中以

来的常有状况。她解释说，班主任会坐在教

室后边“全天候”盯着，无论上课或下课。“课

间十分钟”需保持静默，不许说话，想上厕所

了才能离开座位。（10月27日《南风窗》）

《中国青年报》曾对1908名中小学生家长

进行了一项调查，75.2%的受访家长称身边中

小学“安静的课间10分钟”现象普遍，且小学

最为突出。可见，在各地各中小学校里，“课间

十分钟”形同虚设已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课间十分钟”曾经是很多人的美好记

忆，一节课下来，铃声响起，校园瞬间热闹起

来，孩子们跑啊跳啊，笑声不断。然而不知从

何时开始，“课间十分钟”由喧闹变成了宁静，

学生自由活动也变成了“圈养”。学校设立

“课间十分钟”的初衷，是让学生在紧张、疲劳

的一节课之后有一个“缓冲期”，通过这十分

钟，既可以活动一下筋骨，消除疲劳，又利于

提高下一节课的学习效率。

“课间十分钟”为何会被取消？原因可能

有以下两点:一是出于安全考虑。孩子在校的

安全始终是学校的“头等大事”，这也是老师们

最担心的。学生年龄小好动，课间十分钟的打

闹，跌倒摔伤在所难免。出于安全考虑，担心

家长找麻烦，有的学校干脆把“课间十分钟”给

取消了。二是出于学生成绩考虑。现如今，许

多学校都是把教学质量、学生分数放在首位，

老师有压力，于是利用一切时间让孩子学习，

挤占学生“课间十分钟”便成了“常态”。

其实，这些都不该是取消“课间十分钟”

的理由。学生爱动，学校担心其跌倒摔伤，因

而限制学生到操场活动，这是因噎废食。长

此以往，既不利于学生培养运动习惯，也不利

于学生身体健康。

取消“课间十分钟”，看似学生学习的时

间多了，但将学生学习的弦绷得太绷，适得其

反，不利于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还会增加他

们的倦怠感，更有甚者，会让学生焦虑厌学，

甚至抑郁。

总之，无论从学生身心健康角度，还是从

提高孩子学习成绩考虑，都应该把“课间十分

钟”还给孩子。

“安静的课间十分钟”，牵涉不少问题，要

走出“课间圈养”，需要多方联动。对此，各地

相关部门要督促学校重视“课间十分钟”，调

整课时安排，强化安全管理，让课间不再“静

悄悄”。其次，学校要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成

长的原则，摒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

鼓励学生走出教室“动起来”，不能因噎废食，

因个别安全事故就剥夺孩子玩耍的权利。此

外，在鼓励孩子室外活动的同时，学校和教师

必须对孩子加大安全教育。 栗 水

尽快把宝贵的“课间十分钟”还给孩子们

课间“圈养” 王恒／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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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不良生活习惯“要你命”
22岁小伙，喜欢熬夜，脑梗导致偏

瘫；30岁白领，可乐当水喝，头晕手麻，

确诊脑梗……10 月 29 日是世界卒中

日。卒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梗、中

风，是危害我国人民生命健康的“头号

杀手”。记者近日在浙江省宁波市第

二医院采访时了解到，卒中患者年轻

化趋势明显，很多悲剧本来可以避

免。（10月28日《宁波晚报》）

都说不良生活习惯会“要人命”，

此话真的一点也不假。这些教训无不

警示我们：不良生活习惯会“要人命”。

其实，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很

多人都知道不良生活习惯会导致脑

梗、中风、心梗等危及生命的突发疾

病，但一些人总是心存侥幸心理，总

以为这些突发疾病不会降临到自己

的头上，因而，不是照样天天打牌、熬

夜，就是天天抽烟、喝酒。殊不知，疾

病不是一两天就上身的，长期的打

牌、熬夜、吸烟、喝酒等不良生活习

惯，就会不知不觉中引“病”上身。而

一旦突发脑梗、中风、心梗等疾病，轻

则瘫痪，重则丧命。可以说，在我们

的身边，这样的事例并不少见。

因此，要防范不良生活习惯“要

你命”，还需靠“自律”。一方面，平

时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不

熬夜、不嗜烟、不酗酒，做到按时休

息，劳逸结合；另一方面，平时要注

重加强运动和锻炼，比如：打打球、

走 走 路 、跑 跑 步 ，做 到 工 作 和 运 动

“两不误”。同时，还需注意饮食结

构，切忌暴饮暴食。

“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衷

心希望每一位公民不妨从“熬夜导致

偏瘫”“可乐当水喝导致脑梗”这一起

起“险要命”的事例中，能够吸取深刻

教训，引以为戒，从我做起，切实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从而避免引发不良

生活习惯“要你命”的悲剧。

叶金福

你的气质里，藏着你读过的书
读书可以滋养内心。你读过的每一行字、看过的每

一句话，都会在无声中给予你滋养。终有一天，你读过

的书，会丰盈你的整个世界。你的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

路、读过的书，腹有诗书气自华。那些读过的书，终将

化作一个人的气质和风骨，让你活成最好的模样。每

一次阅读，都是在不断拓宽你的认知边界，让你了解世

界、看清自己。读一本好书，就像推开一扇门，让我们领

略不同的精彩，带给我们美妙的人生体验。@人民日报

人生有三把钥匙：看远、看宽、看淡
有起有伏是人生，有得有失是生活。1.眼光要看远。

投资自己，积蓄力量，才会等来量变到质变的结果。把眼

光放长远，路才会越走越宽。2.生活要看宽。学会看宽，

能够修心修己、精简人生，不被当下的杂事纷扰。心宽一

寸，路宽一丈，才能走过潮落，迎来潮起。3.凡事要看

淡。看淡得失，才能拥有平和乐观的心态，抓住意外的

机遇，欣赏最美的风景。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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