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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梨儿

“早鸟奖就是一个月来得最早的
人，奖励 4000 元。晚鸟奖是一个月走
得最晚的人，奖励 3000 元。”据九派新
闻报道，有网友爆料杭州某公司实施

“早晚鸟”奖励制度。该制度按平均数
计算，很多人为了竞争，早晨五点就到
达公司，有人一个月拿了 7000 元奖
励。对此，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确有
这种奖励且公司双休，具体情况不便
透露。

此事被媒体曝光后，很快被网友们
“花式解构”。有人调侃：干脆把公司当
家算了，在单位睡一个月，“早鸟”“晚
鸟”都拿下。还有人给员工出主意：不
要陷入无效内卷的“囚徒困境”，大家商
量好，每天有人早上提前十分钟到，下
班晚走十分钟，轮流拿奖励不香吗？

这些戏谑的言论本身，都折射出
大家对“只盯着出勤时间，不顾工作效
能”的过度加班的普遍反感。在一些
管理者眼中，仿佛员工的在岗时间

“抻”得越长，单位灯火通明的场景越

普遍，越能给自己带来欣慰和安全
感。可事实上，这是一种管理思维上
的懒惰，只会造成虚假的表面繁荣，干
扰了员工的工作心态。

首先要明确的是，加班应该是工作
里的“非常状态”，而不是某种制度激励
下的工作常态。有时候，因为一个项目
要加快进度，或是出现了亟需应对的紧
急事务，必要的加班在所难免。在保障
调休权益和加班费用、尊重个人意愿的
情况下，大家为此牺牲一些个人时间，
也可以理解。人们真正反感的，是将这
种例外状态异化为所谓的“加班文化”：
甭管必不必要，科不科学，尽量早到晚
走才是爱岗敬业的表现，正常的到点下
班反而会遭到侧目。

拿杭州这一公司的“早晚鸟”制度
来说，它看起来像是对主动加班者的额
外福利，本质上却在传递一种“越爱加
班越好”的管理导向。然而，不管是从
业务运转还是员工心态的角度来看，这
样的导向都算不上明智。

加班时长不等于工作成效，这应该
是一个基本常识。一些动辄五六点钟
就到岗的员工，很可能打完卡后就开始

“划水”“摸鱼”，等到正式上班后才开始
干活，所谓的早到，不过是在工位上耗
时间。而且，任何人都不是永动机，长
时间过度工作，甚至为此牺牲正常的休
息时间，难免会疲惫、倦怠，反而会降低
工作效率。

这些在暗地里鼓励加班的规定，也
会对不愿无效内卷的员工心态产生负
面影响。对普通职场人来说，每月7000
元并不是一笔小数目。拒绝参与不合
理“加班游戏”的后果，是要消化某种莫
名的错过感和“被剥夺感”。而这种竞
争规则本身，是自己并不认同的价值导
向。长此以往，员工心态就会失衡，也
会因对公司文化产生质疑和不满，降低
对企业的认同感。

人不是没有感情的机器，理想的
管理制度，是最大程度激发员工的活
力和自驱力，让每个人都能产生积极

的自我效能感，找到愿意为之奋斗的
职业目标。

有时候，一些企业管理者总是抱怨
员工态度消极，不够主动，继而想出各
种或明或暗鼓励加班的“下策”，效果只
能适得其反。其实，如果耐心去调查现
状，听听员工的心声，就不难发现问题
所在。

比如，有的员工“一想到要上班就
不愿起床”，是由于有时上班就意味着

“开会开到地老天荒”，难免会面临部门
间无休止地扯皮，或是毫无成就感的重
复性工作。因此，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文
山会海，让员工把宝贵的精力放在具体
工作中，科学优化管理架构，打通部门
间沟通的梗阻，了解每个员工的兴趣和
特长所在，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
等等，显然更有利于提升企业运转效
率，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说到底，“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的前
提，是“早鸟”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不是
稀里糊涂地“假装早起”。

针对“公司设‘早晚鸟奖’”
这个热点话题，来看看网友们怎
么说？

网友一：这似乎又是一种借
着激励机制在加班，这是内耗和
内卷的大背景下的不良趋势。

网友二：企业不能仅仅依靠
惩罚和奖励这些基于个人的激
励，要从管理、工作安排和制度
上入手，通过正常的管理和分配
优化员工的工作环境和待遇，从
而提高企业的综合效率，让员工
有更好的休息才能创造更大的
价值。

网友三：激励机制很容易慢
慢演变成一个标准。当这样成
为标准时，员工就不得不牺牲私
人的时间、健康、休息和家庭来
完成这个标准。

网友四：不以业绩比高低，
却以早晚论英雄。身体才是革
命的本钱，把身体搞垮了，拿再
多的加班费也没有任何意义。

据九派新闻报道，有网友爆料杭州
一家公司实施“早晚鸟”奖励制度。该
制度按平均数计算，很多人为了竞争，
早晨五点就到达公司，有人一个月拿了
7000元奖励。对此，有网友调侃，干脆
把公司当家算了，在单位睡一个月，“早
鸟”“晚鸟”都拿下。

虽说是调侃之言，但也折射出大家

对“过度加班”的反感。在一些管理者
眼中，员工在岗时间越长，就能为公司
带来更多效益。而为了迎合管理者的
喜好，加班又成了职场人“讨好”领导的
方式之一。

加班真的能提高工作效率吗？答案
并不是肯定的。如果只是为了加班而加
班，反而会增加员工的疲累感，降低工作

效率，长此以往还会对员工心态产生负
面影响，降低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无
论是强制加班还是以“奖励”为由鼓励员
工自愿加班，都是一种扭曲的企业文
化。近年来，每每有“年轻人整顿职场”
的事情发生，总会引发关注，这也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出，越来越多的职场人敢于
对不合理的企业管理行为说不。

职场人都希望能有充足的休息和
放松时间，调节紧张的工作节奏。遇到
紧急情况加班不可避免，但也需要企业
对加班费发放、补休等制定出合理的制
度，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同时，通过
走访、调查了解员工的真实想法和需
求，制定人性化的管理和晋升制度，最
大程度激发员工活力和自驱力，让员工
产生职业成就感，也是企业管理者应该
思考的问题。以良性的企业文化引导
员工，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
率，才更有利于提升企业运转效率。

此外，劳动监察部门也应对加班引
起的劳资纠纷引起重视，做好日常巡查
和普法工作，对屡次发生纠纷的企业，
处罚的同时，还要引导其构建科学化管
理架构，而不是让“加班”隐疾持续扩
大，成为职场人的隐痛。

湖北团风县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局长陈莉，
将单位“保安房”改成自己的单间休息室，面积近30平
方米。陈莉说，床上用品是自己的，冰箱是食堂的，衣
柜、桌子、电视等设施是办公室工作人员用公款买的。
陈莉给出的解释是，自己家离单位20多公里，此前经
常加班睡沙发。

陈莉的休息室虽然是“保安房”改的，但就使用功
能来说，和休息室性质是一样的。为了能有个好的休
息环境，打“擦边球”，擅自改建休息室，涉嫌以权谋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出
台，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
风等“四风”问题，“四风”问题蔓延态势得到遏制，不正
之风惯性得以扭转。

抓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作风建设
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相关部门要持续推进警示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督促领导干部带头严格执行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改作风、守纪律，自觉抵制各种歪风邪气，
时刻牢记权力是为人民服务的。

据4月8日《羊城晚报》报道，近日，河南许昌一位
网友发文称，在当地胖东来影城观影后觉得电影难看，
成功退了一半费用。不少网友感慨“这辈子还没享受
过这种服务”。事后，涉事影城工作人员表示此事为
真，“电影结束20分钟之内是可以退的，但如果超过这
个时间的话，也是退不了的”。

“电影难看退一半钱”，这事确实稀罕。时下，一些
影院或购票平台往往不支持退改签，或只支持改签不
支持退票、限制用户每月的退票次数等，因此，如果观
众买错了电影票，或购票后临时有事看不了，要么选择
把票转手，要么只能自认倒霉。如此一来，再烂的影
片，也只好硬着头皮看完。

其实，电影票“退改签”是观众的一项基本权利。
2018年9月，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发布的《关于电影
票“退改签”规定的通知》指出，各院线、影院投资公司、
影院在与第三方购票平台签订电影票代售协议时，要
明确“退改签”规定，规定条款尽量细化，做到权责清
楚。这意味着，尽管“退改签”的时效、额度、方式等，可
以协商，也会有所差别，但“可退可改”是不必商量的。

相关资料显示，我国影院业分布散而杂，电影票
“退改签”尚未有统一的行业规范。目前电影票“退改
签”主要由影院方决定，因此不同地区、场次、影片的

“退改签”规定都存在差异，“不退不改”等霸王条款仍
比较普遍。观众“退改签”遭遇“最后一公里”梗阻，值
得业界反思。

除了尽快细化“退改签”规则，加大执法监督力度
也很有必要。去年6月，山东济南市槐荫区法院判决
认定一家影城拒绝消费者退改电影票的行为违法，当
地市场监管部门对涉事影城作出罚款8000元的处罚。

种种现实语境下，上述影院的做法更显勇气和智
慧。通常，影院实际拿到手的收入约为票房的50%，电
影难看便退一半钱，很可能意味着影院让渡了这张影票
的全部收入。落实电影票“退改签”政策，不能靠影院自
觉，制定更详细方案，让制片方、院线、影院等各出其力、
各担其责，才能让“电影难看退一半钱”不再是稀罕事。

如今，“竹筒奶茶”是奶茶界当之无
愧的新晋“网红”，成了不少人旅游打卡
的标配。但茶红是非多，4月10日，有媒
体报道，在杭州某景区，有网友发现某奶
茶店用霉变竹筒，简单清洗后回收装奶
茶卖给顾客，而且洗刷竹筒的也不是流
动水，清洗环境很脏。杭州市临平区市
场监管局通报称，目前已立案，涉事奶茶
店已停业，后续调查情况将及时向社会
公布。

“竹筒+奶茶”，本是小清新，没想到
背后却是一股“霉味儿”。“翻车”来得如
此之快，一众网友不淡定了，没喝过的表
示庆幸——“成功避雷了”，喝过的却“如
鲠在喉”，大呼“很受伤”。

据了解，“竹筒奶茶”兴起于苏州，在

苏州山塘街、平江路等景区，竹筒外形的
包装与古色古香的街景很契合，很多游
客都会买上一杯拍照打卡。到如今，“竹
筒奶茶”已火遍全国，从北京的南锣鼓巷
到广州潮州、汕头等地，在很多旅游城市
随处可见，在社交媒体上随便一搜，就可
见“总要为了这杯竹筒奶茶来趟某地
吧！”的打卡文案，城市名可直接替换为
苏州、杭州、宁波、厦门等。

“竹筒奶茶”之所以火爆，是因为它
独特的外在形式，在竞争激烈的奶茶界
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种差异化的新奇体
验，加之社交媒体的助推，点燃了消费者
打卡拍照、跟风分享的内在需求。不可
否认，作为文创与餐饮跨界融合的产品，

“竹筒奶茶”在创意与营销上是成功的，

消费者也乐意为此买单。
但必须强调的是，对于餐饮行业来

说，食品安全是最起码的底线。不管商家
在包装上如何寻求突破，又如何结合社交
媒体进行营销宣传，“竹筒奶茶”归根结底
还是一杯奶茶，消费者买来是喝的，舌尖
上的安全不容忽视与退让。而在此前，就
有网友诟病过，“竹筒奶茶”形式大于内
容，售价并不便宜，但奶茶本身并不好喝，
且竹筒作为容器也易滋生细菌，存在卫生
问题，同时也存在用完的竹筒是否会回收
重贴标签再次售卖的问题。

作为新晋“网红”，“竹筒奶茶”想要
“长红”，首先必须恪守住食安底线，认真
答好食品卫生这道题，同时在食物本身
上下足功夫。否则，再新奇的创意与体

验，也恐难产生长足的吸引力，最终消费
者也会用脚投票，所谓的“网红”也不过
是昙花一现。

如今，美食已越来越成为撬动城市
文旅发展的“拳头”。比如，最近火爆全
网的淄博烧烤，一座城市就因为烧烤成
功出圈了，激活了当地的文旅经济。同
样，像竹筒奶茶这样的文创加餐饮的创
意，也完全可以成为这类拳头产品。从
这个角度上来讲，竹筒奶茶还应该多向
淄博烧烤取取经，从内容到形式，从口
碑到品牌，在坚守食安底线的基础上，
追求更新奇与极致的消费体验，用心做
好一杯奶茶，“网红”才能“长红”，发挥
更大效用，成为城市旅游业的一张靓丽
名片。

霓虹闪烁的夜经济，延长了场所营
业时间、拓展了经济活动空间、扩大了产
品服务供给，成为人们生活日益丰富的
缩影，更是激活消费市场的新引擎。夜
经济不止于夜市小吃摊上的舌尖美味，
也有参与体验中的舒心便利和文化滋养
后的余韵悠长。为了让夜经济的热度延
续，更好满足人们多元化、多层级和品质
化的夜间消费需求，利用好、挖掘好、保
护好夜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尤为重要。

因地制宜，打造专属套餐。夜经济
不是简单地延长营业时间，更不是机械
地把商品和服务放到晚上推出。当前，
夜经济消费的主力正在快速迭代，光靠
美食已经很难打动有更多消费需求的年
轻人了。各地发展夜经济还得走心、走
实，积极利用大数据剖析夜经济消费人

群的消费喜好和期待，不断创新消费场
景和产品供给，逐步摆脱以往的单一服
务业态，延伸到消费的各个环节和领域，
因地制宜推出具有本地特色的专属夜间
消费模式，释放消费活力。

精雕细琢，优化消费环境。如果管
理跟不上，夜经济很容易沦为“脏乱差”
的代表，让城市形象大打折扣，这一过程
极为考验城市治理者的治理水平与智
慧。要做好科学规划空间布局，加强夜
间规范管理，建立健全配套设施和服务，
形成一套可接受、易推广的管理模式，着
力解决夜间城市交通拥堵、噪声污染、公
共安全等问题；要推动数智赋能夜经济
健康发展，比如搭建智慧化停车管理系
统，深挖道路停车泊位资源，把消费券可
用时间更多地向夜晚倾斜，线上线下联

动全面提振消费市场。
别出心裁，凝练文化内涵。夜经济的

触角不断丰富与扩展，文化底蕴应是其不
变的基因。运用声光电技术，夜间造景虽
已是城市夜游项目最普遍也最初级的开
发方式，但文化IP赋能不够、产品内容乏
善可陈、同质化严重等问题仍是制约夜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要重视文化
内核，充分挖掘城市特色文化，还可以将
民俗元素融入夜经济的活动设计，并根据
当地自然景观与历史特征，打造经济聚集
区，引导本土老字号企业积极参与，形成
独一无二的夜经济品牌名片。

各地夜经济持续升温，成为助推城
市竞争力和产业提档升级的“新赛道”。
甘肃兰州依托黄河资源优势和文化特
色，重点打造夜食、夜购、夜游等多业态

并举、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夜间文旅消费
聚集区；“国潮汉风·夜彭城”江苏徐州文
旅品牌以突出“汉文化、徐州味、烟火气、
时尚潮”为主题，精心打造了一批夜间特
色旅游产品；上海加快建设“上海市夜间
经济精细化治理示范区”，构建政企协共
管共治夜间经济发展新模式……

城市重新定义了“夜”，入夜街头巷
尾各类消费主体又升腾起熟悉的烟火
气。发展夜经济，不仅是扩大消费助力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满足
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选择。从传
统夜市、地摊到商圈，从灯光秀到文体休
闲、沉浸式体验，越来越多样的消费形
式，为消费者创造出更高品质、差异化的
夜间消费场景，也让这城市的夜晚越夜
越美丽。

夜经济：激活消费市场新引擎
□ 郭静原

竹筒奶茶“翻车”、淄博烧烤爆红，网红美食用心方能“长红”
□ 喻若妍

“电影难看退一半钱”
何以难得？
□ 罗志华

女局长配休息室
“擦边”违规也当彻查

当前，随着旅游市场逐步呈现复苏发展的势头，旅
游业迎来了久违的春天。然而近期部分景点出现谩骂
客人、强迫购物等现象，超低价旅游产品再度引发关
注。疫情过后，更高品质的旅游体验逐渐成为行业高
质量发展的方向，过去以低价引流宰客的方式必然无
法成功，也绝非当下旅游业恢复的正途。

一方面旅游市场价格透明，不合理的低价只能让
商家难以为继，赔本赚吆喝；另一方面若商家试图以强
制购物等方式换取低价，随着维权意识增强、维权渠道
增多，消费者表现得也更加慎重。当下，“低价”的吸引
力在发生变化，有相当一部分消费者不再愿意以价格
优势让渡品质需求。商家需要明白，唯有价低质优的
产品才能受到欢迎，真正的高性价比永远有市场。

因此，各地应当转变推广方式，打破一味以低价换
客流、以购物补低价的观念，以更吸引人的风光、更有
特色的民俗、更有品质的服务吸引游客。

□ 伏特

仿佛一夜之间，很多小学生都开始了一项新的娱
乐活动：盘手串。在网络上，有明星晒出自家孩子盘手
串的画面，不少家长纷纷回复“家有同款”，甚至有网友
表示“班里同学人手一串”……一时间，小学生盘手串
成为热议话题。

有人疑惑：盘手串不是“油腻中年”的标志吗？怎
么就成了小学生的爱好？甚至有人担忧，成年人的这
种习惯，会让孩子也变得“油腻”“佛系”。

毋庸讳言，现在的孩子也有压力，需要有释放的渠
道。而手串价格不贵，盘手串的动作看一眼就会，几乎
没有门槛。因此，小学生们通过盘手串来解压，也以此
获得同学之间的共同话题，完全可以理解。他们可能
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油腻”“佛系”，只是单纯地觉得手
串很漂亮，或者同学都在玩，就拿起来盘一盘而已。

遇到这类“火爆话题”，大家要保持冷静。关注一
下，完全可以；忧心忡忡，就大可不必了。盘手串是孩子
用来解压的，成年人就不要将其转化为压力，担心“油
腻”，担心“佛系”，反过来为难自己和孩子了。

小学生的手串
盘不动成年人赋予的“油腻”

□ 苏笃

□ 土土绒

公司设“早晚鸟奖”是激励还是内耗？
近日，有网友爆料杭州某公司实施“早晚鸟”奖励制度。早鸟奖就是一个月来得最早的人，奖励4000元；晚鸟奖是一个月走得

最晚的人，奖励3000元。此事一经媒体曝光，引来了众多网友的热议。有人调侃“干脆把公司当家”，有人提出不要“如此内耗”。
新渝报本期和你一起讨论“公司设‘早晚鸟奖’”话题。

公司设“早晚鸟奖”为何遭群嘲？
□ 任冠青

“早鸟”凌晨5点到公司上班，如此鼓励加班有悖常理
□ 时婷婷

网
言
网
语

看看网友怎么说

“低价游”绝非
旅游业“翻红”的捷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