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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短视频、做家教、兼职翻
译、开网约车……疫情下，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计划或正开展一
门副业。记者发现，一些年轻人
通过合理规划在副业上尝到甜
头，更多的则是因一时冲动，让
副业变成“负”业。

发展副业
有人欢喜有人忧

27岁的林泽皓在研究生毕
业之后进入一家国企广告公司
工作。面对不定期的加班和不
算丰厚的工资，她选择发展副
业——拍摄短视频。一到休息时
间或者恰逢不加班的节假日，林
泽皓便和男朋友研究短视频平
台的热门视频和拍摄手法，最终
选择定位“情侣剧情类”题材。

通过前期“试水”，林泽皓的
账号收获不少粉丝。为吸引更多
流量，林泽皓选择每天更新。“当
时下班再累，也会跟男朋友商量
拍摄的脚本，赶在一天结束之前
将视频发出。”

半年的坚持，让林泽皓收获
近100万粉丝，她也辞去本职工
作，专心做短视频。

相比林泽皓在副业上的成
功，记者调研发现，更多年轻人
正因发展副业而陷入焦虑。

余小姐是上海某信息科技
公司员工，也兼职做某社群团购
商的店长。她表示，每个月的收
入会因为订单量有所浮动，大概
在 3000元到 6000元之间，订单
量大的月份收入会超过主业。

虽然工作都是线上操作，时
间比较自由，但余小姐也有自己
的烦恼，例如每天在朋友圈频繁
发布产品让部分好友觉得厌烦，
兼职公司不定期的线上培训活
动占用本职工作时间等。

“干这个虽然收入还算可
观，但总感觉影响工作和人际交
往，现在就是处于一个想放弃又
不甘心的状态。”余小姐说。

和余小姐抱有同样心态的
年轻人不在少数。90 后女生张
丹在广州经营一家线下服装店，
每天兼职开网约车。“线下生意
没有以前好做了，多打一份工赚
点租金。”张丹坦言，主业已经消
耗掉很多时间和精力，做副业时
经常感到丧失耐心。

小心被副业
“割了韭菜”

招聘网站前程无忧 2021年
发布的职场人副业调查显示，拥
有副业的职场人中，有一半其副
业收入不到主业的20%，仅有约
6%的受访者表示副业收入高于
主业收入。记者调研发现，一些
年轻人不仅没有在副业上赚到
钱，反倒“花钱买教训”。

现供职于广东某银行的周
静就有被副业培训广告坑过的
经历。她表示去年在网络上看到

“配音培训班”的广告，称会对学
员进行专业配音培训，学成后联
络专业平台派单。

“交了 599元培训费后才发
现课程很水，而且后期也没有给

资源，作为业余人士基本上接不
到专业平台的单子，只能当钱打
水漂了。”周静说。

“三个月学会配音”“六个月
学会 Python”“零基础小白也可
以变身剪辑大师”……如今的短
视频平台和社交平台上充斥着
诸如“配音”“编程”“剪辑”等速
成班，打出“低门槛”“高回报”的
诱人旗号招揽学员。

一些急于求成的年轻人对
这些广告不加甄别，头脑一热就

“入了坑”。前期投入数千元，结
果只学到了皮毛，根本不能达到
行业的准入门槛。

此外，记者调研发现，一些网
络平台也在无形中制造副业焦
虑。例如，在某热门社交平台搜索

“副业”，会出现带有“你身边的年
轻人都在从事副业”“年轻人，是
该想想你的副业了”等字眼的推
文，副业被包装成职业“刚需”，激

起不少年轻人的焦虑。
在某互联网公司工作的邓

阳正饱受副业焦虑困扰。他表
示，近几年身边部分同事被裁，
自己的失业压力倍增。网上不少
文章都在分析副业的必要性，他
也在考虑要不要多条出路。

“我知道网络上所谓的‘赚
快钱’的副业并不靠谱，但实在
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副业，真害怕
有一天主业也没了。”邓阳说。

副业焦虑
与副业无关

一些人意识到本职工作的
不稳定，试图从事副业缓解焦
虑；一些人想要通过副业增加更
多收入；也有一些人想要通过副
业拓展更多技能……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院长聘副教授李锋亮
表示，无论何种原因，年轻人从

事副业是想让生活变得更好，值
得鼓励，但切忌急于求成，盲目
跟风。

第一，要分清主次，不要本
末倒置。李锋亮说，现代社会知
识与技术更新快，一方面一项工
作需要职场人不断学习才能胜
任，另一方面花费更多精力投入
本职工作才有可能保持竞争优
势。“开展副业的前提是在完成
主业的基础上有多余的时间和
精力，不要看见人家都在搞副
业，自己也跟风，做好当下的主
业才能为发展副业提供支撑。”

第二，开拓副业需制定清晰
的计划和目标。林泽皓建议，一
旦决定开拓副业，不仅要确定自
己适合从事的领域，也要充分考
虑其市场前景。她表示，近几年
短视频行业十分火热，身边不少
年轻人尝试通过拍摄短视频走
上快速致富的道路。但是大部分
对短视频运作流程不熟悉，也不
清晰拍摄视频的主题和定位人
群。“看着某类视频火，也跟风去
拍，殊不知大家都在拍，市场早
已饱和，最终发出去的视频根本
吸引不了流量。”

第三，副业的发展最好和主
业相关，立足自身所能。李锋亮
表示，最好的副业是能够有效利
用自己主业的知识和技能，而且
在副业中积累的知识、技能与经
验有助于促进主业进步。

“不管是主业还是副业，都
需要认真付出时间和精力才能
有收获。”李锋亮说。

据《半月谈》

“入职体检有烦恼，专业‘代
检’有妙招”“大病小病，‘代检’
帮你搞定”“‘信誉代检’，不成功
不收钱”……

“代检”，即代替他人完成体
检。近年来，互联网上出现不少

“代检中介”，他们为有体检需求
的客户提供“枪手”，代替客户完
成体检，其业务涵盖入学、入职
等各类体检项目。他们宣称，全
国各地设有网点，“只要交钱，保
证一路绿灯”。

“代检”竟成为产业

时下，各类“代检”信息大量
充斥网络，有的网站甚至日更
20余篇广告软文，涵盖“代检咨
询”、收费标准、“代检案例”等。

记者发现，“代检”中介业务
范围广，可提供入学、入职等方
面的“代检”服务。他们宣称，具
有专业的“枪手”团队，熟知全国
各大医院体检流程，可提供“优
质的服务”，并保证一路绿灯。

记者拨通某“代检”中介电
话，并以“入职某公司但自身健
康不佳”为由向其咨询，能否在
武汉提供“代检”服务。该客服
说：“我们在武汉帮你安排距你
最近的三甲医院，“代检”费用
1500元。”

记者随后询问，“代检”是否
会被识破？对方回复说：“我们都
做了 20来年了，每周都会接很
多单，在武汉都做了成千上万次

“代检”了。我们和各个医院都很
熟悉，即使是在指定医院体检，
或有人事带队，我们也都能帮你
体检，百分之百保证‘代检’成
功！”客服说。

“只要你提供姓名、年龄、身
高、体重等个人信息，我们马上
给你安排相匹配的‘枪手’，‘代
检’完后再收取费用。如果体检
报告存在问题，我们会继续安排

‘枪手’为你体检，直到‘健康’为
止，包你满意。”面对记者询问，
这位客服解答道。

记者随后又通过电话、微
信、QQ等渠道咨询其他“代检”
中介了解到，各“代检”中介运行
模式相似，均在全国各地设有

“办事处”，并根据客户入职企
业、事业编、公务员等不同的体
检要求，“代检”价格从几千元到
几万元不等。

多方原因
滋生“灰色代检”

明目张胆的宣传、遍布全国
的市场、源源不断的客源……多
位受访对象表示，多年来，代检灰
色产业之所以能形成全国性的市
场规模，背后存在多种原因。

——企业招聘无视法律规
定，“代检”中介借机夸大宣传。
尽管多条法律明确规定，用人单
位不得以是传染病病原携带者
为由拒绝录用应聘者，但部分企
业仍以此作为筛选求职者的“铁
筛子”，给求职群体造成心理压
力，甚至形成就业歧视。

如法律明确规定，除了某些
特殊岗位，禁止查乙肝五项，但
不少企业仍然谈“乙”色变，将乙
肝病毒携带者拒之门外。记者在

采访中了解到，不少“代检”中介
的客户是乙肝病毒携带者。此
外，“代检”中介出于利益驱动，
甚至利用求职者的恐慌心理，夸
大体检指数异常带来的负面影
响。如因担心血脂血糖等指数不
合格而不惜花大价钱寻找“代
检”的求职者大有人在。

——法律监管存有空白，
“代检”行为打击不够。记者咨询
有关律师得知，对于“代检”这一
行为的起诉和处理，因责任主体
不明确，承担方式难以定义，存
在一定的监管难度。医疗机构相
关负责人表示，在体检过程中一
旦发现有“代检”行为，会立即停
止体检并不再出具后续体检报
告，但对违规“代检”方无权处罚
或起诉。

——体检流程监管不严，体
检“替身”无人管。“代检”机构向
记者透露，不少医疗机构体检流
程管理并不严格，且他们与诸多
医疗机构有着紧密联系，“‘枪手
’拿着客户的体检单直接去抽
血，根本没人查”。

“代检”如同考试作弊

“代检”中介自称“心系战友”
“义利并举”“道义为上”，但“代
检”这一游走在法律真空的行为
无疑会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

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
体检与评估学组委员、武汉市中
心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医师

郑宇明表示，“代检”乱象会为求
职者埋下隐患，对有特殊工种要
求的身体鉴定而言，以“代检”蒙
混过关，如同考试作弊，最终还会
因身体状况无法胜任工作。

“代检”行为也会影响医疗
机构的公信力，别有心机的人甚
至利用“代检”为自己套取医疗
索赔。今年1月，安徽省亳州市一
名医生因指使病人“代检”，骗取
重疾险理赔金超过百万元，获刑
9年半。

顽疾还须下猛药。多位受访
对象表示，治理“代检”乱象需从
参与主体、体检管理、政策法规
等方面发力。郑宇明建议，医疗
机构应加强自我审查，收紧体检
管理，加强流程监督。为进一步
加强精准体检，他还建议对现有
体检系统进行改造升级，推行实
名制体检，利用二维码、腕带、人
脸识别等技术手段加强识别精
准性，建立健全全流程导检系
统。

此外，多位律师建议，加强
营造良好的求职招聘环境。对于
与工作无关的个人隐私，用人单
位不得额外提出体检要求，改变
谈“乙”色变等带有歧视性的观
念；相关部门机构应针对应届生
与求职者开展入职健康知识宣
教与普及，打消其顾虑，防止求
职者求助于代检。此外，对代检
产业链中代检双方及提供“配套
服务”的医院应严加惩处。

据《半月谈》

“只要交钱，保证一路绿灯”

“枪手”代人体检，如此明目张胆

拍短视频、做家教、兼职翻译……

搞副业小心被“割韭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