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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则“朋友圈被领导点赞成认定

加班证据”的新闻冲上热搜，引发社会广泛

关注。据央视网报道，一员工在休息日推广

公司产品，发朋友圈后获得领导点赞，后该

员工被公司解雇，以领导在朋友圈点赞证明

自己加班，主张公司应支付加班费，获法院

支持。

面对快节奏、高强度的工作，加班似乎已

成为很多人的常态，而有的加班隐藏颇深。

比如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线上加班”，模糊了

工作和生活界限。再如“一到下班就开会、一

到周末就培训”这类“碎片式加班”，看似不是

长时间工作，但让员工在休息时间内零碎地

处理工作事务，实际上是一种“隐形加班”。

更恶劣的是，有的用人单位以各种借口规避

加班费的支付，比如一边规定“不审批就不能

视为加班”，一边又在员工打申请报告时“使

绊子”、设障碍，让其休息权落了空。

实践中，“哪些情况算加班”“加班时长怎

么认定”“加班费怎么算”，常常成为劳动争议

案件中的焦点。加之在数字时代，劳动者权

益保护呈现出新的特点，给司法审判工作带

来新的挑战。面对这些情形，司法机关也在

积极回应劳动者关切，统一裁判规则。今年

年初，最高法发布的首例“隐形加班”案明确

线上“隐形加班”的认定标准，突破传统加班

认定因素，创新性地把“付出实质性劳动”和

“明显占用时间”作为关键认定因素，传递出

“让在线工作有收益，离线休息有保障”的司

法态度。

此次“朋友圈领导点赞加班”一案中，用

人单位提出员工加班应提前填写《加班申请

单》，经上级领导批准后方可加班，否则视为

员工自愿劳动，不按加班处理。法院并没有

拘泥于单位主张的加班事先审批制度，而是

认可员工提供的加班电子证据，这是司法在

不断顺应数字时代劳动形态变化、化解纠纷

上作出的有益举措，也是对劳动者维权的有

益启示和有效指引。

长期以来，“如何证明自己加了班、加了

多久的班”，对劳动者来说并非易事。尤其是

涉及线上工作时，其碎片化特点本身就使得

劳动者的工作任务难以量化，而有的用人单

位利用其优势地位让劳动者收集证据变得更

加困难。不过，随着当下劳动者提供劳动的

工具及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司法实践中对于

证据的相关认定也在与时俱进。微信聊天记

录、腾讯会议记录、钉钉沟通记录等存储于电

子介质中的相关数据，已成为部分案件中法

院认定加班的重要依据。“朋友圈领导点赞加

班”案中的员工，就是因为提交了“领导点赞”

截图，以佐证其制作的加班时刻表，最终成功

为自己追回加班费。

可见，在微信实名、电子证据保全方式多

样的信息化时代，只要提交的电子证据能形

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有相互佐证的实质性内

容，便能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当然，劳动者

还要“会用”。该案的审理，对劳动者来说能

成为很好的维权样本，提醒他们在工作中注

意收集和保存证据，了解如何让证据在法庭

上“说话”。我们也乐见司法在劳动争议纠纷

化解中发挥更大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通

过更多典型案例、个案裁判，遏制违法用工现

象，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
报道《他们在松花江“冰工厂”玩“俄罗斯方
块”｜三工视频·新360行之职业采冰人》

在松花江“冰工厂”玩“俄罗斯方块”在松花江“冰工厂”玩“俄罗斯方块”

12 月初的哈尔滨，最低温度已降至零下 20 摄氏度，

松花江面冰雪皑皑，正是采冰的好时节。

由于越来越多的北方城市开始发展冰雪旅游，松花

江畔长大的职业采冰人也变得抢手起来。他们经常到各

地采冰，但每年冰雪大世界开始建设时，他们还是会选择

回到这里，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采冰人究竟如何采冰？一起来看！

（本报记者 吴凡 张世光 刘逸尘 罗超琳）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
报道《守护绿色文脉，一株也不能少｜匠心·
中轴线⑥》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
报道《守护绿色文脉，一株也不能少｜匠心·
中轴线⑥》

在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区域内，不仅坐落着雄伟

壮丽的古建筑，还分布着众多古树名木。自1950年文化宫

对外开放以来，一代又一代文化宫的工作人员像爱护眼睛

一样呵护着这些古树，日复一日的巡视、除虫害、灌溉……

太庙的古树守护人们，践行着“一株也不能少”的承诺，用繁

茂枝叶守护北京中轴线的城市记忆，为子孙后代留住这抹

绿色文脉。 （本报记者 赵亮 雷宇翔 曹玥 赖志凯）

北京中轴线：守护绿色文脉，一株也不能少北京中轴线：守护绿色文脉，一株也不能少

隐瞒残疾入职被解雇合理吗？隐瞒残疾入职被解雇合理吗？

牛某为左手大拇指缺失残疾，他去一家物流公司应

聘叉车工时，未告知公司自己持有残疾人证。入职时，牛

某提交了在有效期内的叉车证，入职体检结果也合格。

一年后，物流公司以牛某隐瞒持有残疾人证、不接受

公司安排的工作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经劳动仲裁后牛某

诉至法院，最终法院判决，确认物流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 （本报记者 卢越）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
道《劳动者权益小课堂｜员工隐瞒持有残疾人
证被解雇，法院却判公司违法，这是为什么？》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
道《劳动者权益小课堂｜员工隐瞒持有残疾人
证被解雇，法院却判公司违法，这是为什么？》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
报道《1957→→2024，北京地铁 3号线终于
与乘客见面啦》

12 月 15 日首班车起，北京地铁 3号线一期城市轨道

交通新线正式开通试运营。

1957 年，北京地铁 3 号线首次出现在北京地铁规划

图中，时隔 67年，北京地铁 3号线终于与乘客见面。

地铁新线开通后，可实现与多条南北向轨道交通线

路的连通，补充中心城区东西向轨道交通廊道。

（本报记者 王伟伟）

北京地铁3号线终于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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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残疾人就业帮扶的精准性可及性
本报评论员 郭振纲

“朋友圈被领导点赞成认定加班证据”带来的启示

12 月 16 日《工人日报》的报道聚焦残疾

人就业问题。一方面，近年来，一些企业采取

“租用”残疾人证的形式规避缴纳残疾人就业

保障金，导致残疾人“假就业”的现象不时发

生。另一方面，有地方通过实施“百千万惠残

助残行动”、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等举措，促进

残疾人就业创业，地方税务部门聚焦辖区内

劳动密集型企业，通过上门走访、政策找人等

方式，主动向其宣传税费优惠政策，持续拓宽

残疾群体就业路。

一些用人单位和残疾人以挂靠、“租用”

残疾人证的方式建立的不真实劳动关系，表

面上看似乎是实现了“双赢”——残疾人不用

上班就能领钱、缴社保，一些用人单位“落实”

了国家有关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要求，

但实质上挤压了残疾人真实就业的机会和空

间，不仅损害了残疾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为一

些用人单位偷逃税费和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提

供了通道。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就业帮扶关系劳

动者的生存生活，关系民生冷暖。对于大龄、

身有残疾、家庭生活困难、连续失业一年及以

上等就业困难人员而言，就业帮扶更是意义

重大。

一段时间以来，为帮扶残疾人等就业困

难人员有效就业，从国家到地方都推出了不

少政策和措施。比如，用人单位要按比例安

排残疾人就业，达到规定比例的用人单位可

以享受国家在税费减免和社保缴存方面的特

殊优惠，达不到规定比例的要缴纳就业保障

金；一些地方开发了诸多公益性就业岗位；一

些地方通过对就业困难人员进行职业培训提

升其就业能力。在政策的引导和各方努力

下，残疾人“难就业”的情况得到明显缓解。

让人遗憾的是，个别地方和用人单位也

出现了一些钻政策、措施空子的现象——有

的用人单位以挂靠、“租用”残疾人证的方式

与残疾人建立不真实的劳动关系。这不仅掩

盖了一些残疾人的真实就业情况，影响到国

家就业兜底政策效应的发挥，扰乱正常的就

业秩序，而且可能助长一些用人单位的违法

违规行为，消解相关政策的引导功能，甚至可

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恶性循环。

这背后的原因有多种。比如，一些用人

单位对国家就业帮扶政策存在畏难、抵触思

想，总想搞“变通”，甚至将国家对残疾人的

就业帮扶当成了“蛋糕”，通过安排残疾人

“假就业”的方式获取政策红利，规避相应的

社会责任和义务；一些残疾人由于就业能力

低、就业范围窄等原因就业困难，为了减轻

生活压力，容易受一些用人单位的所谓“利

好”诱惑；一些地方的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

落实不到位、覆盖面不高，对违规行为的查

处和整治不及时、不彻底；相关就业帮扶政

策的宣传存在“死角”，一些就业困难群体了

解不够，等等。

让就业帮扶政策措施真正发挥功效，一

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让残疾人充分了解相

关政策；另一方面要强化政策执行上的畅通

性，增加残疾人享受相关政策的可及性和便

利度，避免出现“大道不通走小路”的现象。

此外，有关方面应优化相关政策，提升用人单

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积极性，加大对相关违

规行为的惩处力度，遏制其将“黑手”伸向残

疾人等就业困难群体。

近日，为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

人社部等 4 部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就

业援助工作的通知》，部署推动加快健全及

时发现、优先服务、精准帮扶、动态管理的就

业援助工作机制，着力提升就业援助政策和

服务精准性、可及性，切实兜住兜准兜牢就

业底线。期待社会各界共襄共举，堵疏结

合，让这些就业援助政策和举措发挥出应有

功效，为残疾人就业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更

畅通的渠道。

让就业帮扶政策措施真正发挥
功效，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让残
疾人充分了解相关政策；另一方面
要强化政策执行上的畅通性，增加
残疾人享受相关政策的可及性和便
利度，避免出现“大道不通走小路”
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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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地摊”出圈，医学科普要更接地气

反向驯化大数据杀熟？
读懂幽默背后的期待

“已打通关系”“可提前获取答案”……据中国新闻网
报道，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即将拉开帷幕，
一些不法团伙开始在考生群里行骗。有的诈骗分子在向
每位考生收取最高20万元的“包过”费用后，所谓培训仅
仅是几份历年考题和一两段经验介绍视频。

在研究生、公务员等各类考试中，每到临考阶段都会
冒出大量“助你上岸”的人，不是声称能押对题，就是说有特
殊渠道能“包过”，甚至还有的团伙吹嘘能够提供“远程告知
答案”的作弊设备。实际上，我国大型考试的组织工作越来
越完善周密，所谓“内部消息”几乎没有存在的可能。虽然
很多人也知道这不靠谱，但还是心存侥幸，最终造成经济损
失，有的人甚至因涉嫌作弊而被取消成绩。有关方面要持
续加大识别和打击力度，进一步压缩不法分子的生存空间，
捍卫社会诚信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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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年轻人开始反向驯化‘大数

据杀熟’”的话题引发热议。针对备受诟

病的大数据杀熟，一些年轻人尝试通过

评论“哭穷”等手段反向驯化算法，如频

繁表达“太贵了，买不起”“我不打算买

了”等，建立所谓的“人设”，从而影响算

法推送。有媒体报道，一名年轻人通过

反复评论“机票太贵了，买不起，不去了”

后，发现机票价格从 4309 元降至 1903
元，降价超过了 2000 元。（见 12 月 16 日

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

同样是点外卖，老用户获得的折扣

比新用户少；在平台上订酒店，多次浏览

后价格自动上涨；购买视频网站的会员，

收费待遇随手机型号而变化……近年

来，“大数据杀熟”现象备受消费者吐

槽。“千人千价”的背后，是平台通过分析

用户的消费习惯、浏览记录、登录设备等

个人信息进行差异化定价。尽管有关部

门多次出手规制，但由于算法复杂隐蔽、

消费者举证和维权难度大，大数据杀熟

仍屡禁不止，而且不断衍生出“新套路”

“新变种”。

为了不再受窝囊气，年轻人开启了

一场反击。据报道，除了“哭穷”外，他们

或是在评论区“威胁”要卸载，或是频繁

更换头像伪装成新用户，试图“绕晕”算

法，隐藏自己真实的消费能力，以享受更

大的优惠。这些“反向驯化”的行为，更

像是一种幽默表达，折射出年轻消费者

权益意识的觉醒，也反映出他们面对“算

法收割”的气愤和无奈。

诚然，“反向驯化”或许在短期内有

效，但可能很快就会被更精密的算法“识

破”。况且，打击大数据杀熟不该是消费

者的责任，仅靠个体的力量也远远不

够。社会各方应读懂这场“行为艺术”背

后的期待和诉求，致力于打破“算法黑

箱”，构建更加公平、透明的价格秩序。

根治大数据杀熟，归根结底还是要

提高监管质效，推动企业公开定价算法

模型，并及时弥补规则空白，进一步明确

价格歧视的判定标准，厘清“合理营销”

和“算法杀熟”的边界，在提高违法成本

的同时，不断降低维权门槛和成本。对

于各类平台来说，无论“新客”还是“回头

客”，都应当一视同仁地做好服务，这是

最基本的待客之道，也是在市场竞争中

立足取胜的发展之道。

关东客

一个心肺复苏模拟人、一块瑜伽垫、两

张急救知识的海报……据 12 月 16 日央视新

闻客户端报道，在湖南长沙，有一个特殊的

地摊，不销售商品而是免费教市民急救技

能，摊主是湖南省儿童医院的工作人员熊

亮。从今年起，熊亮就利用周末的空余时

间，免费向大家教授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

救法等急救技能。在熊亮的影响下，她的一

些同事和朋友也纷纷效仿，有的加入了她的

“急救地摊”，还有的单独设摊，向百姓义务

普及急救技能。

急救不只是医务人员的事儿，同时也是

我们每个人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但由于缺

乏必要的培训和实践机会，很多民众对于心

肺复苏、处理异物梗阻等知识知之甚少。《中

国公共卫生管理》2021 年发布的数据显示，

我国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的普及率仅在 1%
左右。

医生支起“急救地摊”，诠释了医者仁心，

值得我们点赞和致敬。这种模式也打破了传

统医学科普活动在时间、空间和参与形式上

的限制，把社区变成了课堂，将急救知识普及

融入到日常生活场景之中，让医学科普更接

地气。轻松、便捷、互动性强的学习方式，能

够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得急

救技能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专业知识，而是真

正走进寻常百姓家。

普及急救知识，是提高全民健康素养的

重要内容。《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

提出，要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健康知识

普及工作。鼓励卫生健康行业学会、协会组

织专家开展多种形式的、面向公众的健康科

普活动和面向机构的培训工作。从这个意义

上讲，“急救地摊”为专业医疗机构拓展社会

服务功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如何让医疗资

源更有效、更紧密地对接社会需求；如何用公

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急救知识，提升整个

社会的急救水平和应急能力——在这方面，

医疗机构和医疗行业从业者大有可为。

我们也应看到，医生自发开设的“急救地

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公众急救教育

的空白，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急救知识普及

不足的问题，还需要政府、学校、社会组织等

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例如，广大中小学应开

设急救课程，让学生从小学习急救知识，培养

自救互救的意识和能力；红十字会等部门应

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形式多样的急救培训和

宣传活动，多举措提升公民救护知识和技能

普及率。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人懂急救”、

“人人会急救”成为可能，生命悲剧才会少一

些、更少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