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关于“996”工作制的讨论热火朝天。“996”
工作制是指早9点上班、晚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这
种说法源自加班现象严重的互联网行业。程序员们
甚至发起了“今天‘996’，明天‘ICU’”的反击战。对此，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称，“996”是一种巨大的福
气；京东董事局主席刘强东则表示，自己还能做到

“8116+8”（周一到周六早8点工作到晚11点，周日工作
8个小时）。（4月14日《南方都市报》）

众所周知，现行法律规定的八小时工作制，来之
不易。“八小时工作制”口号最早起源于资本主义发
展较早的英国。早在1817年8月，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罗伯特·欧文就提出了八小时工作制问题，并把它作
为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1886年
5月1日，美国举行了约35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罢工和示
威游行，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这也是我们欢庆

“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由来。
今天，劳动法已经确定和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不

少企业却不遵守劳动法的规定，还把加班说得理直
气壮，这是不应该的。对“996”等延时工作制，互联网
老板各自的态度看似明朗，实则“阴郁”。马云说，能
够“996”是修来的福报……年轻的时候不“996”，什么
时候可以“996”？马云之后再次解释“996”：“任何公司
不应该，也不能强制员工‘996’……但是年轻人自己

要明白，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不为‘996’辩护，但向奋
斗者致敬！”刘强东表示，“混日子的人不是我的兄
弟。京东永远不会强制员工‘995’或‘996’。”当当网创
始人李国庆坚决反对“996”，赞成撸起袖子加油干，要
实干，巧干，苦干，不是低效率地耗时间……

企业求生存谋发展，实属不易。一些老板直言不
讳地流露出希望员工为公司积极拼搏的欲望，是站
在自己立场的利益表达。可倡导“996”，是违背法律规
定的行为，绕着弯子让员工们“996”，员工不“996”，就
好像是对不起自己、心中有愧一样，这个套路虽然
深，别人也能有所察觉。公众舆论一边倒地反对

“996”，说明“996”确是“生病ICU”祸之首。截然不同的
对错争议，反映企业管理者与员工之间因诉求不同
存在着分歧。

“996”的是非对错，本来不应该掌握在老板们的

手里，而应是由法律说了算。八小时工作制是法律早
就定论的事情，一些老板却固执己见地不执行八小
时工作制，变相执行或鼓励“996”工作制，说到底是劳
动法律制度的强制性不够。这些老板不是劳动法律
意识不强，不是不懂得员工生命比钱更重要，可在企
业发展面前作选择时，往往忽略对员工的尊重，忽略
对劳动法律制度的敬畏，宁可让员工为企业进ICU，
也誓死保住企业。因为保住了企业，才保住了自己的
利益。

员工挣钱，是用来花的，是与家人一起满足幸福
生活需要的。法制进步和时代文明，应当容不得

“996”。对实施“996”的企业，社会舆论应持续关注，相
关部门应从满足社会公众幸福感、安全感等高度，为
依法维护支持员工的合法权益，让八小时工作制回
到现实中来，作出积极的努力。

近日，一名视障者的求职经历引起媒体关注。
他叫郑荣权，是全国第一批、浙江首位使用盲文试
卷参加普通高考，并被普通大学录取的盲人大学
生。前不久，他报考了南京市盲校的教师岗位，好
不容易参加考试渡过重重难关，并且考试排名第
一，却因视力达不到公务员体检标准，体检不合格
落选。(4月14日央视)

盲人报考盲校教师岗位，还需要查视力，这有
点不可思议。说招聘教师，必须符合公务员的体检
标准，这显然更不合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盲协
常务副主席李庆忠曾多次呼吁，盲人可以胜任教
师工作，且在教授盲人学生时还有着独特的优势，
但他们却因教师资格认定、体检标准的限定望而
却步，无法从事教师工作。

退一步讲，招聘教师必须符合公务员的体检
标准，这规定本身也值得质疑。众所周知，公务员
种类也是多样的，不同的岗位的工作状况也不同，
需要怎样的身体状况也是不同的。不应该设立这
种统一的标准，将残疾人都排除在外。

可见，盲人就业查视力，这种体检标准本身就
存在问题。同样地，也应对《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
标准（试行）》进行修改，摒弃歧视残疾人的条款。

“我们公司中层以上管理者才给正常缴社
保，普通职工要工作一年以上才缴，而且还是按
长春最低工资标准缴。”双双是吉林某医药公司
销售代表，入职半年多了，到现在公司还没给她
缴社保。现实中，一些企业晚缴、少缴或不缴社
保，一些企业选择性缴纳，或只是发放所谓的社
保津贴来代替。（4月13日《工人日报》）

企业为员工依法缴纳社保是法定的义务和
责任，一些企业不缴社保或者选择性缴纳社保，
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社会保险法》规定，用人

单位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或者未按时足额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都有相应的罚则。让人遗憾
的是，法律对部分企业社保违规并没有形成有
效约束，这需要引起警惕。

纠正“选择性缴纳社保”关键在于执法。虽
然违法企业多为中小企业，数量多且分散，执法
力量又有限，但如果对社保不合规问题进行重
点治理，相信会取得明显效果，比如鼓励员工举
报、主动检查抽查，这对违规企业是一种震慑。

（文/北京青年报 漫画/张建辉）

近日，“奔驰女车主哭诉维权”的视频在网络
上流传，迅速引发舆论关注。据悉，2月25日，西安
一女子在当地利之星汽车有限公司分期购买了
一辆奔驰车。3月27日提车后，她发现车辆发动机
存在漏油问题。此后，该女子多次与4S店沟通解
决，却被告知无法退款也不能换车，只能按照“汽
车三包政策”更换发动机。女车主4月9日向陕西
省市场监管局12315指挥中心、西安市12345热线
电话投诉后，4月11日、12日，高新区市场监管部门
先后对双方退车退款协议情况进行了核实。4月
13日，市场监管部门再次责成“利之星”4s店尽快
落实退车退款事宜。（4月14日环球网）

如果不是舆论发酵，恐怕女车主的问题仍然
得不到正面回应。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一辆
汽车在此核心部件上出了问题，显然不能视为小
问题，更何况，还是一辆所谓的“新车”“名车”。平
心而论，绝大部分人，恐怕都不会接受店方“更换
发动机”的方案。想要换车或者退款，涉事女车主
的诉求，可以说完全合情合理。

不过，尴尬的现实在于，按照“汽车三包政
策”，家用汽车产品自销售者开具购车发票之日
起60日内或者行驶里程3000公里之内(以先到者
为准)，发动机、变速器的主要零件出现产品质量
问题的，消费者可以选择免费更换发动机、变速
器。从其他条款来看，在发动机出现问题时，销售
方也并未被强制要求为消费者换车或退款。

也就是说，女车主的正当诉求得不到法律的

支持。这也是为什么4S店方面敢于拒绝车主换车
或退款的诉求，只愿意提供“更换发动机”的解决
方案。

从这个角度来说，女车主采取哭诉的方式来
维权，哭的不仅是店家的无理，更是法律的无
力——— 现行的“汽车三包规定”，对销售者过于

“仁慈”，对购车者的权益考虑不周。
此事经传播后，遇到过类似问题的车主，纷

纷集聚在网络上反映与吐槽。而其矛头，大多都
指向了“汽车三包规定”的不足。一件个人私事，
发酵为公共事件，既是因为经历相似引发共情，
更是因为大家都有着相同的“痛点”。

无疑，有必要对现行“汽车三包政策”进行修
正。当下，就是法律调整的好时机。今年3月，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对《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
责任规定》进行了修订，并公开征求意见。从相关
方面提供的“修订说明”来看，新版的“汽车三包
政策”在不少地方强化了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不过，查阅之后不难发现，对于新车发动机出现
问题，修订征求意见稿中仍维持原先的条款，没
有为购车者提供换车或退款的选项与支持。

该修订稿公开征求意见的终止期——— 4月13
日，才刚刚过去。距离正式版的新规落地，也还有
一段时间。所以，希望有关方面能够聆听消费者
的正当诉求，及时修改完善相关规定细则，为公
众的正当权益再上一把“保护锁”，别再让消费者
遭遇不公时只能哭诉维权。

4月8日，深圳市南山区荔海春城国际幼儿园一
名女老师布置作业，要求家长给孩子拍张以“我家
的车”为主题的照片用于装饰班级主题墙。此举遭
家长质疑侵犯隐私。11日，南山区教育局回应称，该
局获悉情况后立即叫停，幼儿园和教师都已向家
长致歉。（4月14日东方网）

这样的家庭作业，引发了家长的质疑和网友
的吐槽，并不意外。很多网友调侃说，家里没台好
车，都不敢生孩子了。即便我们相信要求晒车只是
无心之失，也需要引起我们的反思与警醒。

首先，此举涉嫌侵犯家长隐私。拍摄“我家的
车”的照片用于装饰班级主题墙，意味着照片会被
在班级墙壁上展示，这显然会泄露家庭隐私。

其次，容易助长孩子的攀比心理。当贵的车和
便宜的车排在一起，很可能在孩子们当中引发攀
比和炫耀心理，对他们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
带来不利影响。更何况，有些家庭没有钱买车。

此外，幼儿园是不是故意这样。现在多数幼儿
园在常规教学之外，都开设有一些收费的特色课
程，通过“晒车式教育”，幼儿园方面有可能准确掌
握孩子家庭的经济状况，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精
准营销”。

“晒车式教育”并非个案，以前媒体也报道过
有幼儿园发放调查表，内容涉及房价、房龄、自购
房还是租赁房，等等。不管是“晒车式教育”还是“晒
房式教育”，都说明教育理念存在偏差，应该引起
有关方面注意，主管部门有必要给予引导和规范。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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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车主哭诉维权

哭出“三包政策”尴尬
□ 张 瑜

不能把违法加班说得理直气壮
□ 卞广春

盲人就业查视力

如此体检标准不可思议
□ 张西流

即使是无心之失

“晒车式教育”也需反思
□ 苑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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