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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内卷”再引热议

网友：留点私人空间吧

摄影师吐槽新同事自带器材还自降工资

资料照片

■事件回顾

近日， 知名母婴品牌宝宝树的创
始人王怀南发视频称， 自己新创企业
的员工周末不响应工作让他感到失望

和绝望， 于是退出了该公司所有员工
的群， 并怒称要整顿。 据相关媒体此
前报道， 王怀南曾发视频 “吐槽” 自
己的员工周末不回消息。

视频里， 王怀南说： “退了公司
所有员工群 ， 确实没法忍受这帮人
了。 周日有一个同事在直播间声嘶力
竭奋斗了好几个小时， 让员工去参与
互动， 结果呼声甚少。 作为一个创始
人自己真的不能理解， 吆喝没人来，
使劲驱动也没人来， 那种失望和绝望
让自己退群且不想再加回去了。” 此
外， 王怀南还表示到了该整军的时候
了 （暗示可能会进行内部调整 ） ，
“那种失望和绝望让我退群了， 我们
这帮创始人不跟没有热情 、 没有血
性、 让小伙伴腹背受敌的人玩。”

视频引发热议后， 王怀南回应表

示， 自己并非想让员工在周末上班，
而是直播间里一部分员工在努力地参

与直播， 其他员工只需要在直播间转
发、 声援。 且这件事跟宝宝树完全不
相关， 其本人已经不运营宝宝树好几
年了。 另外， 不论是宝宝树还是新创
品牌 ， 都没有任何的所谓的裁员举
措。 王怀南表示， 自己后来又重新加
入了群。 目前， 该视频已删除。

■网友声音

王怀南该言论引起不少争议。 在
他最新的视频下方评论区， 有网友评
论 “来看看裁员了没 ” ， 也有人说
“就这样的创始人， 企业肯定走不长
远”， 还有网友认为， 在法定工作时
间之外， 员工有权选择如何支配自己
的时间， 这是对劳动者基本权益的尊
重。

有网友提醒企业管理者注意工作

和生活的边界， 在非工作时间给员工
留出私人空间 。 “这个算新型职场
PUA 吗？ 周末了员工还得义务给直

播间涨人气， 又不给加工资， 谁乐意
搭理你呀！” “员工上班时间感觉累
了能带薪休息吗？ 如果不能， 好不容
易到了周末的个人休息时间为什么还

要响应工作？”
也有网友提出， 如果公司制定具

体标准， 把每一项工作细则做到位，
报酬和福利跟上， 相信也就不会出现
“无人响应” 的情况。 “薪酬到位了，
我能干到公司倒闭， 如果只是画饼，
谁有义务无偿劳动？” 有网友留言道。

■专家观点

现代社会， 网络模糊了工作和生
活的界限， 自从移动互联网兴起， 每
个人随时随地都可能被工作打扰 。
员工的生活安宁和休息休假受到冲

击 。 前段时间 ， 某公司的领导晚上
在工作群发信息 ， 员工晚上已读但
不回， 气得企业领导群内爆粗口， 该
事件上了热搜。 没过几天， 又发生这
起员工周末工作群不响应工作， 把创
始人给气得怒退员工群。 这一个个热

点事件， 又引发了大家对 “离线权”
“断联权” 的讨论。

所谓 “断联权” （又称离线权、
掉线权）， 可在非工作时间拒绝接收
工作邮件、 接听工作电话。 据悉， 法
国率先于 2016 年在劳动法典中引入
了雇员的 “离线权”， 即断开工作网
络连接从而不接受雇主指示和提供工

作的权利。
虽然我国目前暂时未明确制定关

于 “断联权” 的制度， 不过企业与员
工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

题。 工人日报曾发布评论称， 全体员
工 “已读不回” 某种程度上也是一

种回应， 反映出劳动者对 “离线休
息权” 的渴望、 对落实权益制度的诉
求 ， 以及对有人情味职场生态的向
往。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保障劳动者
“离线休息权” 也曾引发热议， 有全
国政协委员建议国家层面确立相关法

律规定。 相信在未来， 这方面将会有
更加完善、 可执行的制度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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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顾

日前， 江苏南京一摄影师吐槽新
同事 “不讲武德”， 他表示自己平时
用自己的相机给公司拍视频， 每个月
能拿 1500 元的器材补助。 没想到的
是， 公司最近新招了一个年轻人， 这
个年轻人不仅自带一套两三万的器材

给公司免费用， 还自降工资， 工资每
个月 3500 元。

“我问他 3500 元怎么够租房的？
结果人家告诉我已经买好房子了， 他
家里每个月还给 1 万块的零花钱 。”
就这样， 这位摄影师原先计划要和公
司提涨薪的事情不仅泡了汤， 老板还
停了自己的 1500 元器材补助， 甚至
干脆表示自己可以辞职别干了。

此事再度引起大家对于职场内卷

话题的讨论。 “内卷” 本是个社会学
术语， 大意是指 “社会文化模式发展
过程中的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 在
职场中， 更多体现在过度竞争导致的
互相倾轧和内耗， 而为了在竞争中取
胜又不得不参与 “内卷”， 这种现象
在职场上越来越普遍。

■网友声音

对于此事和职场 “内卷”， 网友
们讨论热情高涨 ， 纷纷参与线上留
言， 发表评论。

有网友对上述摄影师遇到的情况

开玩笑表示： “既然那位年轻人这么
有钱就在家待着吧， 为啥要和我们普

通人抢工作？” 还有网友说： “这么
内卷的环境， 别人有条件可以不计代
价， 普通人拿什么争啊？”

也有网友认为， 案例中这样 “体
验工作” 式的员工实际上是不会长久
在这家公司待下去的， 公司老板应该
把眼光放长远 ， 固定岗位职责和薪
资， 不要破坏公司口碑， 因一时的缩
减成本给后续岗位招新带来困难 。
“一旦辞职后， 老板就很难再找到这
样的了， 到时候可别追悔莫及。”

还有网友指出， 职场竞争也有良
劣之分， 良性竞争应该是彼此比拼技
能和工作经验 ， 而非仅仅 “自降身

价”， 这属于恶性竞争， 最终受益的
只会是资方。

■专家观点

有评论人士指出， 对于企业管理
者来说， 实际上应尽量避免助长职场
“内卷” 的企业文化氛围———在各部

门员工的职责及考核上， 应清晰、 具
体、 量化， 通过系统性的评判标准给
出客观的工作评价。

另外，对于企业员工而言，想要真
正抵御甚至避免职场“内卷”，需要跳
出圈层， 站在更高的层次向外不断突
破， 持续学习和创新， 才会不被其消

耗。 所以我们需要理性看待职场 “内
卷”，积极面对竞争，不要完全把它当
成一个贬义词。“很多时候竞争会鼓励
你更加主动积极地去做某些事， 只是
不要忘了自己的初心到底是什么，避
免导致自身内驱力的‘变味’。”

“在与别人竞争时， 也不要一味
盲目地追赶， 需要先了解自己， 寻找
自身优势， 不断寻求提升。” 专业人
士表示， 让自己成长得更加专业， 实
现自身的不可替代性， 才能持续在职
场上占领一席之地， 从而彻彻底底打
破职场 “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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