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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群体不应被边缘化，更不应被就业市场遗忘

       张小山怀念此前的
岁月，最高峰时，他所
在的快递站点有一百多
名聋哑快递员，大家在
一起大幅度地打着手语
交流，整个快递站点只
有他们能够懂得彼此。
而他所在的那家叫“吾
声快递”的站点，因
为组建了全国首支聋哑
人快递队伍而被广泛关
注，媒体也纷至沓来。
但仅仅不到一年的时
间，今年 8 月 15 日，“吾
声快递”宣布停业。原
来的老板明确表示不再
涉足快递行业，聋哑快
递员也纷纷离场，现在
仍在坚持做快递员的，
只剩下张小山和另一位
聋哑人。（11 月 15 日 《新
京报》）
       无法沟通导致被投
诉，被投诉就要交罚款，
一天罚款交的钱甚至比

赚的还多……这是像张
小山一样的聋哑派送员
们的工作常态，种种辛
酸与无奈的背后呈现给
我们的是残疾人就业难
的现实困境。
       毋庸置疑，平等就
业是残疾人的权利，也
是中国残疾人事业逐步
推进的重要突破口。新
时代要“促进残疾人全
面发展和共同富裕”，
决不能让残疾人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新征程中掉队。
然而，实际与构想间横
亘着一道难以忽视的鸿
沟。根据中国残疾人联
合会数据，我国残疾人
总数约为 8502 万，2019
年我国在劳动年龄内的
2000 多万持证残疾人中
仅有 855.2 万残疾人实
现就业，遑论实际残疾
人就业率。

       诚然，“十三五”
期间我国残疾人事业取
得一定成就，但残疾人
就业前景依然不容乐
观。究其原因，笔者认
为社会偏见是残疾人
就业路上最大的阻碍。
中国首位聋人律师谭晶
曾在采访中提到，她的
一位学长学业优秀、简
历丰富，但当公司得知
他是聋人后却毫不犹疑
拒绝了他。一方面，企
业过低评估残疾人的能
力，单方面认为其无法
提供与健全员工相匹配
的价值，即使残疾人能
够胜任这份工作，也将
他们拒之门外；另一方
面，企业大多以利益为
出发点，而招聘残疾人
往往意味着成本高，包
括无障碍工作环境建设
的投入和管理沟通的隐
性成本，为了节省成本，

于是企业宁愿多交纳残
保金却有意规避招收残
疾人。
       仅因对残疾人能力
不强、工作效率低、难
管理的刻板印象便脱口
而出“干不了”“你不
行”“算了吧”是企业
招收残疾人的傲慢与偏
见，但打破固化思维和
观念壁垒不是一时半会
儿的事情，现下促进残
疾人就业仍然需要政府
的扶助。在《国务院关
于印发“十四五”残疾
人保障和发展规划的通
知》中，国家对不断推
进“帮扶城乡残疾人就
业创业，帮助残疾人通
过生产劳动过上更好更
有尊严的生活”这一重
点任务作出了指示。完
善残疾人就业法规，保
障残疾人就业权益，制
定企业优惠政策是为残

疾人开拓更宽阔、更通
畅的就业渠道的重要途
径；正所谓“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让残
疾人进入培训机构适应
就业新形势，提高自身
技能是走出就业困境的
根本之道，残疾人群体
也应把握方向积极寻找
适合自身的工作。
       “没有人是一座孤
岛。”8500 多万庞大的
残疾人群体不应被边缘
化，更不应被就业市场
遗忘。鼓励沉默的残疾
人走进社会、融入社会，
帮助他们和普通人一样
实现平等就业是亟待解
决的问题，“残健”融
合才是这个社会正常的
形态。

█蔡巧巧

上班“摸鱼”固然不对 温暖的工作环境更该重视

       在“尺度”之上，
建立“温暖”，才是“双
赢”局面打开的命题，
也是公司业绩增长的命
题。
　　员工上班时间“摸
鱼”，该不该处罚？近
日，国美发布的一份内
部处罚通报，引发热议。
在通报里，公司 11 名
员工，在上班期间看网
剧、刷抖音、听音乐。
情节严重的，3 天时间
用去流量达22.5G之多。
设身处地站在企业角度
想，花钱雇人，工作时
间却用来“摸鱼”，自
然“火大”。因此，不
少网友说，严格管理在
任何时候，都是应当的，
如果上班“摸鱼”都不
管理，发展下去“企业
会成什么样子了”。
　　如果企业是根据经

民主程序确认的员工手
册，处罚员工，并做内
部通报，无可厚非。但
这看起来合法又合乎情
理的内部通报，引发了
大量质疑：有人认为这
是侵犯员工隐私；有人
认为，真没有必要制造
一个“如此令人难以呼
吸的工作环境”，要是
这么计较，下班和放假
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
不理领导，领导打电话
过来也可以不回；还有
人称，三流团队抓管理，
二流团队抓纪律，只有
一流团队“抓齐心”。
估计逐条看完这些质
疑，不少公司的管理层
会诧异，上班“摸鱼”，
“也可以变得这么理直
气壮了？”
　　两种对立的想法，
如果得不到化解，企业

与员工之间将面临“双
输”的局面：消极怠工，
让企业业绩停滞，企业
没有利润，也无法给员
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
与待遇；而沉浸在“摸
鱼”中不能自拔的员工，
工作技能无法提升，庸
碌无为，自然也难以收
获工作带来的成就感。
　　人非机器，每个人
都想要一个明亮、温暖
的工作环境。当环境不
适的时候，身处其中，
会感到不舒服。从已披
露出的处罚通知看，被
处罚的员工，涉及到人
力、后台研发、渠道等
部门。这些部门的工作
职责，偏重于统计、逻
辑思考、沟通、谈判等，
这些岗位的工作节奏确
实是时断时续的，就像
“思路总是跟不上手

速”。在一段紧张的工
作后，做短暂的歇息，
盯着屏幕发发呆，吸烟
室里放放松，用咖啡机
磨杯咖啡，或者干脆闭
上眼睛听听歌，并非不
可原谅。
　　其实，今天我们
在讨论上班“摸鱼”
的时候，能否更多从年
轻人“日常工作强度过
大”“休息放松时间不
足”来讨论？而且，疲
于形式主义的加班文
化，真的就有利于业绩
增长？扁平化的管理，
时不时来一场“10 分钟
小团建”“下午茶”，
帮助员工主动“摸鱼”，
就一定会耽误公司争分
夺秒的工作时间？这可
能也是公司管理层要认
真思考的话题。
　　这一转念之间的

“想通”，可能就带来“双
赢”局面的建立。被员
工批评“格局小了”，
那就不妨主动去理解员
工的不易，去认知工作
的艰辛；被员工批评“侵
犯隐私了”，那就不
妨去主动告知，用公司
WIFI 或其他公网设备，
浏览记录确实会被记录
下来，但这些记录的存
储是保密的。短时间刷
刷抖音放松没事，心烦
了听听音乐也没事，只
是长时间煲网剧，系统
可能会触发对管理者的
提醒。也许，在“尺度”
之上，建立“温暖”，
才是“双赢”局面打开
的命题，也是公司业绩
增长的命题。

█杨明

“拍交警”是你的权利，守交规是你的义务

       近日，浙江绍兴一
名交警在制止一位闯红
灯的女子时遭到该女子
的“怼脸”拍摄，周边
的群众纷纷为交警记录
现场并作证，随后该女
子匆匆离开。（11 月 15
日 《新京报》）
       法治社会赋予每个
公民平等的权利和义
务，要求每个公民自觉
地学法、懂法、守法和
用法。公民的权利意识

提升的同时也必须牢记
并依法履行义务，享受
权利所赋予的自由必须
要以履行义务为前提，
没有义务也就没有权
利。
       企图闯红灯被交警
劝阻，非但不反省，反
而以拍摄交警执法视频
的方式来挑交警的刺，
丝毫没有悔过之意，当
事女子缺少的是对公民
义务的认识。既然懂得

拿手机拍交警，想必
她并非不懂法，相反，
她很清楚用法律武器来
“保护”自己。但是只
知道法律赋予自己的权
力，却无视应当履行的
义务，正是她在违规之
后避重就轻、本末倒置
的根本原因。
       正如当时交警所言：
“我拒绝你是我的权利
和义务，你拍照是你的
权利，但是造成后果你

要负严重责任。”交警
制止行人闯红灯是职责
所在，他在运用法律规
定的权利，也是出于保
障公民人身安全而履行
职业责任。那么相对而
言，公民为了维护自身
权益去运用法律允许的
相应权利，这自然无可
厚非，但也必须依法履
行义务，服从相关法律
规定。
       权利若无义务做保

障，就无法得以正当行
使。履行义务是享受权
利与自由的基础，法治
社会倡导人们依法办
事，要求明确权利和义
务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
关系，权利的行使以履
行义务为前提，而义务
的履行又成为行使权利
的有效保障。

█高佳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