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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各公司车险业务，人保，平安，太平洋，
中路，国任，紫金，华农，大家……兼办验车，24小
时道路救援，查勘定损，服务理赔一站式服务！

专 业 车 险
电话：13832738807

这些年，放假、调休、旅游成
了网民在社交媒体交流的热门
话题，一到逢年过节、小长假、寒
暑假，总要被人们拱到热搜上讨
论一番。

到明年 5月 1日，我国实行
“双休”制度就要满三十年了。在
这项制度即将走入“而立之年”
的今天，仍有许多职场人在盼望
一个完整的周末。

不少代表、委员也都提出了
建设性的意见建议。记者邀请了
全国政协委员蒋胜男，一起聊
聊：让上班人好好休息，到底难
在哪？

工作不能停！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科技、交通、通信等多个领域的
发展突飞猛进，人们的生活、工
作节奏也越来越快了。

“双休”制度虽然早已落实
推广，但在竞争激烈、追求效益
的职场环境中，却往往被忽视。

不只是“双休”，当下职场中
各种各样的隐形加班，“肆无忌
惮”地占领着人们的休息时间。

2022 年，某招聘平台的调
查报告显示，84.7%的职场人在
下 班 后 仍 会 关 注 工 作 消 息 ，
40.5%的职场人加班后得不到任
何形式的补偿。

从《宪法》《劳动法》到一些
具体的实施办法，都对劳动者的
休息权予以确定并提供法律层
面的保护。不仅如此，当劳动者
的休息权受到侵犯，这些法律也
在为劳动者提供法律支持和救
济。根据《劳动法》第 36条，劳动
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 8小时，
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 44小
时，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
超过 1小时，特殊原因每天延长

不得超过 3个小时，每个月不得
超过36个小时。

也就是说，曾经风靡一时的
“996”制度，看似符合“每日加班
不超 3小时”的规定，但实际算
下来，每个月超过法定工作时间
近 120小时，远远超过法律限定
的36小时。

即便法律已经规定得如此
详细，但现实里，隐形加班、无偿
加班、24 小时随时待命等现象
还是处处可见。

要求员工时刻在线，周五
交代的事让下周一之前完成，
明面上“不鼓励加班”但安排大
量工作甚至还威胁或“PUA”员
工……诸如此类问题不一而足。

为啥好好休息这么难

“职场中存在的种种不对
等、不公平现象，其根源复杂多
元，但确实与当前用人单位和劳
动者之间的供需关系失衡有
关。”全国政协委员蒋胜男表示，

“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情况下，
用人单位往往占据更有利的地
位。”

用人单位作为资方，掌握着
主动权，而劳动者要想依法维
权，面临多重困境。

“法律知识缺乏、维权成本
高昂以及劳动仲裁诉讼过程的
复杂性，都是劳动者维权面临
的困难。”蒋胜男说，“即使意识
到权益受损，也可能担心维权
过程中的时间、金钱成本以及
影响与用人单位关系，而选择
放弃。”

哪怕维权成功，有些劳动者
面临的可能是更加艰难的求职
处境。

“一人维权，全行业封杀”
“谁会招这么难缠的人”，应聘者

一旦有劳动维权的记录，就像有
了“案底”，让一些企业不敢再聘
用。

而企业人员配置不足，“人
少事多”，加班就很容易成了“唯
一解”。有的企业管理不善，制度
不科学，“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也让一部分承担超额工作量的
职场达人苦不堪言。

此外，《劳动法》虽对公民劳
动时间规定得相当明确，但仍存
在执法不严、有法不依的情况，

导致在不公平的大环境中，企业
之间“劣币驱逐良币”，形成恶性
循环。

“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不
平衡，并非不可调和。”蒋胜男
说，“通过加强劳动法律法规的
监督实施，提升劳动者技能素
质，改善市场信息的透明度等措
施，可以逐步实现劳动力市场的
健康发展。”

休息好，是“双赢”

这些年，我们看到，越来越
多的劳动者站了出来，勇敢地向
职场不公平行为说不。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提到，2023年，北京法院聚
焦劳动者权益保护，审结劳动争
议案件41526件。

去年全国两会，蒋胜男就提
交了她关于“切实落实八小时工

作制，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提案。
而今，她对这一年里发生的

变化感慨良多：“劳动者保护自
身权益案例频频进入公共视野，
像北京法院将隐形加班案例写
入年终报告，这说明越来越多的
劳动者开始重视自身合法权益，
这是一个积极的趋势。”

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主任吕国泉

将提交一份《关于保障劳动者离
线休息权的提案》，提出“将离线
休息权入法，提高企业隐形加班
违法成本”。

“劳动者自我意识在提高，
对于打破职场乱象、推动法律法
规实施完善，作用重大。”蒋胜男
表示，“这种维护自身权益的案
件越多，就越有助于形成对违法
用工行为的震慑。”

对于这些趋势变化，用人单
位不能再视而不见了。

“职场环境在变，用人单位
和劳动者，都需要进行心态上的
转变。”蒋胜男说，“遵守劳动法
律法规，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员
工，建立开放、正直的沟通环境，
合理的薪酬、工作条件和休息权
都应得到尊重和保障。”

当然，也要看到“硬币”的另
一面——用人单位也在面临着
比以往更严酷的外部环境，竞争
压力与日俱增。

“作为劳动者，除了提升自
身的职业技能和法律意识，也要
理解企业经营的难处和挑战，培
养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团队协作
精神。”蒋胜男表示。

蒋胜男提出，强化休息权的
保障，其实也是企业和劳动者的

“双赢”。
员工的身体健康和工作安

全，对企业的满意度、忠诚度，不
仅是企业的一笔隐形财富，也能
让劳动者更好地实现职业目标，
激发工作热情，从而形成情绪和
成果的良性循环。

不过，每个员工的工作效率
不同，怎样制定科学的量化指
标，提高工作效率，避免无效劳
动，对企业和劳动者都是一个现
实而严肃的课题，也是劳动者与
用人单位能否实现“双赢”的一
个基本前提。 据央视

隐形加班多 该休休不了

上班人好好休息到底难在哪

一段时间以来，贵州男子
陈先生在网上以视频形式晒出
的111条“全家福”视频引不少
网友关注，孩子干干净净漂漂
亮亮的，一家人的生活很幸福。

网上发视频
晒“全家福”

陈先生今年 43岁，家住贵
州省毕节市大方县核桃乡。

他的网名叫“十个孩子他
爸”，他签名称“生活很辛苦，有
你们很幸福，你们是我奋斗的
动力”。

记者看到，截至目前，他晒
出的全家福视频共有 111条，
获赞233.5万，粉丝23.8万。

他 的 第 一 个 视 频 发 自
2020 年 2 月 6 日下午 4：12，内
容是几名小孩在干净整洁的街
面上玩耍，其中有两名正蹒跚
学步的孩子，画外音称“莫牵
着，让他自己走”。其中一个正
是他的第十个孩子。

其余视频内容大都是全家
人聚在一起做饭、吃饭、娱乐等
生活日常，这些视频的点赞从
数百到数千甚至数十万，点赞
最高的为 40.8 万次的一个视
频，发布于2023年11月3日晚

上 7：09，内容系陈先生和妻子
先后出场自我介绍，然后10个
小孩依次出场介绍自己。

生10个孩子
有一对双胞胎女儿

陈先生告诉记者，当年他
在浙江宁波打工时巧遇比自己
小5岁的妻子，“没想到她与我
老家竟是同一个村子里的”。

2004年两人结婚，同年大
女儿出生，后来他们陆续生了
8个女儿，其中有一对双胞胎
女儿。

他解释说，他们夫妻俩绝
不是重男轻女，第10个不管是
男是女，生下后都坚决不会再
生了，后来生下第10个是个男
孩，今年才 3岁多，成了“十全
十美”。

他说，这些年来，妻子一直
在老家照顾这10个孩子，他则
挣钱养家糊口，如今大女儿正

在读高三，今年 6月份即将参
加高考，二女儿在读高一，三女
儿在读初三，四女儿在读小学
六年级，其余的除“陈十”外均
在念小学，一个都没有辍学。

政府帮建两层楼房
一家人其乐融融

陈先生发布的视频显示，
10个孩子穿戴干净整洁。他家
住的是两层楼房，白色的外墙
显示是新建的，卧室里面的衣
物摆放整齐。

“这房子是政府给我们修
建的，共有 7个房间。”陈先生
说，这些年来当地政府很照顾
他们一家，有时会给他们送去
一些日常生活用品进行慰问，
这令他们很感动，全家人每顿
要吃掉几斤大米。

他介绍说，平时一大家子
人聚在一起其乐融融，也很温
馨，哪怕生活再苦再累，他们也
要把这10个小孩拉扯长大。

他说，他们家一直谢绝接
受社会各界的捐助，平时他发
布的视频吸引了一些粉丝，届
时想通过直播带货挣钱养家。

据海报新闻

夫妻17年间生下9女1男10个娃
父亲称“生活很辛苦，有你们很幸福”

发现一个新物种，懂鸟类的网
友一起来看看，你认识这种“鸟”吗？
这其实是一款新型扑翼飞行器，名
为“小隼”，由西北工业大学仿生飞
行器研究团队设计研发。

“小隼”的翅膀采用了仿生结构
设计，具备更好的隐蔽性以及更敏
捷高效的飞行能力。

此外，它采用全新发明的驱动
机构，能在扑动翅膀时联动翅膀折
叠，又能在机动飞行时单独收折一
侧的翅膀，因此具有目前同类飞行
器中最敏捷、最像鸟类的飞行动作。

“小隼”的出现，为仿生飞行机
器人提供了新的设计思路。在军事
侦察、生态监测、环境保护等领域均
有应用潜力。

据央视

“仿生鸟”来了

陈先生家的孩子们陈先生家的孩子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