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丹丹

“早上 6 点开早会，晚上 11 点开晚会，说

是‘自愿’，实际上是强制加班，是‘服从性测

试’。”最近，来自江苏南京的赵晓卿告诉记

者，她因前公司的“奇葩加班要求”选择离

职。当赵晓卿在社交平台分享这一工作经历

时，发现一些公司的考查形式更为奇葩，“还

有人刚入职就被问恋爱情况，说是能测试员

工情商高不高。”

赵晓卿的遭遇并非个例。临近年终，《工

人日报》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用人单位在考查

员工时设置了一些与岗位无关的内容与项

目，如要求员工“自愿”加班、假扮猎头“钓鱼

执法”、统计从业者运动数据等，引发关注。

企业“测试”项目花样多

“晚上下班了我们也不敢回家，因为不知

道什么时候会通知开晚会。”谈起前公司的

“自愿”加班要求，赵晓卿有些无奈。

在她和很多同事看来，当时开会讨论的

内容“无关紧要”，“有时候让大家干等，有时

候搞突然袭击，我们被迫‘自愿’，老板来不来

要看心情”。

以是否“自愿”加班测试积极性与工作态

度，成为一些企业考查员工的常用方式。今

年 11 月，来自山东济宁的吴先生称其“被迫

加班”，其新入职公司的领导强制员工加班至

晚上 10点，吴先生请假后被以旷工为由要求

自愿离职。面对质疑，涉事公司负责人回应

称，该要求并非强制加班，而是对新员工入职

态度进行培训考查。

不只是积极性，忠诚度、情商、毅力甚至

业余时间是否自律，都成为一些用人单位考

查员工的“名头”。与之对应的考查方式，既

有假扮猎头“钓鱼执法”，也有打探员工婚育

情况，或者设置读书打卡任务、微信步数目标

考验员工毅力与自律程度。

“找我的猎头，竟然是我们公司老板的熟

人。”北京某互联网企业的员工杨奕在采访中表

示，自己跳槽失败后没拿到公司的年终奖，多方

打探后才知道猎头本就是公司设下的陷阱，此

举只是为了掌握员工动向、测试员工忠诚度。

员工的业余动态也成为部分公司考查员

工的指标。“经理让我们每周交好几千字的读

书笔记，还会看微信步数有多少。”来自河南

郑州的崔莉告诉记者，自己所在的教育培训

机构以上述方式评估员工自律性，“如果任务

不达标，领导第二天可能就会找我谈话。”

员工维权面临取证难题

考查情商、测试态度、考验忠诚……这些

奇葩考查项目为何频频出现？是否合法？员

工的维权难点是什么？

“劳资之间处于不平衡的地位，使得一些用

人单位滥用优势地位，进而给劳动者设置奇葩

考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范

围分析，“此外，企业管理的合规程度不够，导致

实践中无法掌握管理的边界，滥用管理权限。”

“企业的违法成本较低，也可能导致各种

奇葩考查、考验频频出现。”辽宁大学法学院

教授王素芬说。

“一些企业的心里预设是员工都会偷懒、

都是人力资本，而非真正将员工看作人力资

源。”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主任孟泉认

为，从手段上来说，奇葩考查背后还隐藏了企业

企图规避劳动法律风险、监督员工绩效等目的。

那么，诸如此类的奇葩考查是否违法？

“部分考查、考验方式违反了劳动法、劳

动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特别是违反了有

关劳动基准方面的规定。”王素芬表示，如一

些加班要求事实上形成了对劳动者软性的

“强制加班”，涉嫌侵犯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

“谁会‘自愿’加班呢？可是不去的话，就

会被认为态度差、不忠心。”赵晓卿告诉记者，

考虑到在公司的长远发展和维权难度，自己

和很多同事不得不忍气吞声，“不然，刁难、

‘穿小鞋’都可能发生，还担心领导在考核评

价时打低分，最后丢了饭碗。”

对于此类考查方式中的维权难点，范围

表示，“企业奇葩考查总体比较隐蔽，通常采

取口头等方式提出，难以搜集证据”。

孟泉认为，企业中不同的员工，对于这类

管理方式的接受度和包容度也会存在差异，

这为取证维权增加了一定难度。

“这类情形下对劳动者权利的侵害，往往

呈现为言语表达的主观性与侵权行为的瞬时

性。”王素芬解释，部分“职场 PUA”的方式主

要表现为企业领导或老板通过辱骂、恐吓、制

造焦虑情绪等各种方式打击员工自信心，侵

权行为的瞬时性与非重复性也可能导致劳动

者无法取证。

为企业管理行为划定红线

“用奇葩方式考查员工，实际是本末倒

置。”河南某科技公司员工张卓告诉记者，根

据自己多年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经验，企业应

遵循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逻辑，开展激励和

监督。“那些打着‘自愿’旗号强行开展的所谓

考查，对企业形象、人才发展、公司竞争力都

会造成风险，最终导致‘两败俱伤’。”他说。

王素芬建议，各方可以合力建设举报人

保护机制，确保员工工作权和隐私权得到保

障。对于劳动者遭到企业报复性解雇的情

况，在明确因举报而被解雇是不当解雇之后，

应规定其可以选择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经

济赔偿两种救济方式。

“强化工会的作用，通过公司内部的集体

力量，为企业管理行为增加制约力量。”范围

表示，应加强监察执法以及仲裁、诉讼的违法

矫正，为企业的管理行为划定红线。

“考查员工绩效和能力的基本前提是企业

有明确的考核制度，并且考核制度也要符合劳

动法律的基本要求，不能出现违法条款。”孟泉

指出，从监督的角度来看，企业要在管理中实

施量化管理的方式，在每一个管理的节点都要

留痕，以预防出现因缺乏证据而导致的“无据

管理”问题。 （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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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印发规定

依法规范羁押强制措施适用
本报讯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人

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评估工作规定》（下

称《规定》），进一步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

羁押必要性的审查、评估工作，规范羁押强制措施适用，

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

《规定》明确对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

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至少应当开展一

次羁押必要性审查；同时规定，公安机关根据案件侦查

情况，可以对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继续采取羁押强制措

施是否适当进行评估。《规定》还特别强调，对于被羁押

人符合“系未成年人的唯一抚养人”等 8 类特殊情形的，

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应当立即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评

估工作。

为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规定》明

确规定了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等严重危害社会犯罪、

故意杀人等严重暴力犯罪、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等 10 类

社会危险性较大的情形，一般不予释放或者变更强制

措施。

《规定》对羁押必要性审查、评估的内容、方式进行了

细化，明确应当全面审查、评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

犯罪事实、主观恶性、悔罪表现、案件进展情况、可能判处

的刑罚、身体状况、有无社会危险性和继续羁押必要等因

素，并特别规定社会调查、量化评估、对未成年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的心理测评等可以作为审查判断是否有继续

羁押必要性的参考。

此外，《规定》还对变更羁押强制措施后的监督管理

责任作出规定，对严重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需

要予以逮捕的，依法定程序重新逮捕。

最高检第一检察厅负责人表示，《规定》严格依法适

用逮捕羁押措施的重要成果，对检察机关加强和规范羁

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有重要指导意义。公安部法制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规定》的出台，是推进法治公安建设的具体

举措，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有利于更好地维

护公民合法权益，更好地保障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切

实提升刑事案件办理质效。

（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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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德州

减少诉累多重矛盾一次调解
本报讯（记者田国垒 通讯员刘瑞美）近日，山东省德州

市陵城区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一起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

对多重矛盾一次调解，减少了当事人诉累，双方当事人均表

示感谢。

2012 年 2 月 17 日，张某某、葛某某在村委会承包其村东

八亩苇湾地种植杨树，仅口头约定承包期 10 年。承包到期

后，张某某、葛某某没有按期返还承包土地，双方协商未果，村

委会将他们告上法庭。经了解，他们承包的苇湾地四周环水，

有一半地种植杨树已经成材，另一半地种植树苗，但均不适宜

砍伐或销售，否则经济损失很大，故想继续承包土地。但村委

会对该地块有整体利用规划，不同意他们继续承包。经法院

调解，双方达成一致：张某某、葛某某返还土地，并在二个月内

处置成材树木，种植树苗的土地则在明年将树苗出卖后予以

返还。

此外，张某某、葛某某还承包了其他两块土地，未签书面

合同，双方也有矛盾，村委会拟另行起诉。承办法官当即决定

一并调解，在反复沟通下，被告同意对其中一块地不再承包，

将地上种植的林木变价后返还土地；对另一块地，被告同意继

续承包，进行实际测量后依法签订土地承包合同。

本报记者 卢越

短期内累计申请注册 300 余件商标，且

无法证明存在实际使用情况；申请注册 170
余件商品，包括“方舱”“火神山”等涉疫商标；

明知其申请注册商标行为具有不正当性，还

向他人发警告函提起投诉……

12月 14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通报规制

商标恶意注册专项审判工作情况，并发布规

制商标恶意注册十大典型案例。

商标恶意注册，通常指违背诚实信用原

则，以攫取或不正当利用他人市场声誉，损害

他人在先权益，或者侵占公共资源为目的的

商标注册行为。

“调研发现，近年来，我院审理的商标授

权确权行政案件中，仍有一定比例的案件涉

及商标恶意注册问题，反映出当前商标恶意

注册现象依然屡禁不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副院长宋鱼水说。

宋鱼水介绍，不法行为人通过将公共资

源、社会热点、突发事件中的特有词汇，名人

姓名、他人在先知名品牌等具有较高公众关

注度的标志抢注为商标，意图利用其所具有

的“流量”及附加商业价值，变现为不正当商

业利益。这不仅严重损害权利人的合法利

益，还会扰乱我国商标注册管理秩序和市场

竞争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

政案件和民事侵权案件过程中，始终将是否遵

循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判断商标注册、使用和保

护是否合法正当的标准，注重在具体案件审理

中发挥司法指引作用，切实提升裁判示范效能。

对侵权恶意明显、侵权后果严重的侵权

人，法院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在当天发布的

典型案例中，某利口酒公司系“野格”等系列商

标的商标权人，某酒业公司从商标到产品包装、

宣传语、销售方式等各个方面对该品牌进行“全

方位”摹仿，且存在“真假混售”的行为。在该利

口酒公司多次发布维权声明并发送警告函后，

某酒业公司继续实施侵权行为，具有明显的侵

权故意。法院认为，对于该酒业公司的行为应

当适用惩罚性赔偿，一审判决该酒业赔偿利口

酒公司经济损失1000万元。二审维持原判。

“囤商标”“傍名牌”“搭便车”“蹭热点”等商标恶意注册行为屡禁不止

诚信原则为判断商标注册是否合法正当的标准

“黑粉”恶意贬损网络主播被判赔
本报讯（记者李国）罗某是重庆的一名

网络主播，直播的主要方式为聊天。后因与

“粉丝”文某发生矛盾，文某便在网上贬损罗

某为“肥婆”等，并制作了类似内容的视频发

布在网络平台。近日，重庆市两级法院审结

了这起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判决文某删除

侵权内容、发布道歉声明，赔偿罗某经济损失

2.2万元和精神损失 1000元。

据罗某介绍，其主要收入来源为直播间

打赏，文某在其直播间发布侮辱、诽谤自己名

誉的文字并向罗某的好友发送不利于其名誉

的文字，导致罗某收到的打赏锐减。据统计，

罗某 2021年通过微信提现、收到网络平台转

账等方式收入 29.8 万元；2022 年通过相同方

式收入 6.4 万元。罗某认为文某的行为严重

损害了自己的名誉权，并造成了经济损失

15.3万元，遂诉至重庆合川区人民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文某在网络上发表侮辱、

诽谤原告罗某名誉的文字，又向原告的朋友

发过不利于其名誉的文字，其行为已构成以

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应当停

止侵权行为、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

金。罗某获取打赏的次数和金额同时也受直

播质量、互动策略、流量曝光等多种因素影

响。因此，法院酌情认定罗某的财产损失为

2万余元，遂做出前述判决。

法官提醒，广大网民在享受便捷网络服

务的同时，应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共同抵制网

络不当行为，共建清朗网络家园。

广东英德

信访超市出台“1+3+11”机制服务群众
本报讯（记者叶小钟 通讯员邓江浪 唐克）近日，广东省

英德市英城街道城西社区一村民小组地块因工程征收，村民

与村集体间就征地补偿款分配产生争议。在英德市群众信访

诉求综合服务中心（信访超市），常驻该超市重点部门英德市

信访局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组织多部门联合调解，促成双方

达成和解协议。

英德市创新工作机制，制定印发《初次信访事项十五日办

结工作指引（试行）》，对事实清楚、责任明确、易于解决的初次

信访事项以最短时间受理、办理，规范办理时效，提出 1 个工

作日内转交办，3日（自然日）内作出受理或不予受理告知书，

11日（自然日）内作出调查办结的“1+3+11”的 15日内办结工

作要求。

数据显示，实行初次信访事项 15 日办结工作指引以来，

英德市初信初访的信访事项办结平均天数为 11.75天，同比去

年平均天数 41.25天缩短了 29.5天。信访群众对实施 15日办

结的满意度也超过 90%。针对一些“钉子案”“骨头案”，英德

市坚持多方联动，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全

市上下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12月 12日，观众在北京市国家图书馆馆藏法律文献展上参观。近日，由文化和旅游
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主办的，2023年“宪法宣传周”馆藏法律文献展在国家图书馆总馆南
区紫竹厅向公众开放。展览内容包括传统的法律思想、法典等法律文献，同时展陈了我国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的红色法治文化文献。 郭海鹏 摄/视觉中国

国家图书馆举办
馆藏法律文献展

广 告

近年来，江西省湖口县充分挖掘红色资源，积极探索“红

色文化+信访工作”基层治理新模式，整合多方力量多元化解

社会矛盾，把信访制度优势转化为解决信访问题、化解突出矛

盾的社会治理效能，使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

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坚持红色引领，把握红色资源。积极传承红色基因，开展

“传承红色文化 赓续红色精神”爱国教育活动。设立“红色评

理站”聚焦红色传承，发挥红色力量。依托三大红色现场教学

点，定期组织开展“清明祭英烈”等系列红色教学活动，切实发

挥红色阵地教育功能。

健全“红色信访工作队”，开展社会矛盾风险排查。通过

各村支书、五老人员、党员小组长组成的红色信访调解队伍，

深入村组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充分发挥网格优势，及时掌握重

点人、重点事，最大限度把矛盾化解在早，化解在小，为信访矛

盾纠纷源头预防和治理提供有力保障。 （张锋 黄思玥）

探索治理新模式 多元力量化纠纷
近年来，贵州省桐梓县芭蕉镇强化引领，构筑“12345”工

作体系，建立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

共同体。

坚持一项原则，坚持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原则，牢固树

立“书记抓、抓书记”的鲜明导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一把

手”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能动作用。树牢两个意识，树牢“群

众、底线”两个意识，站稳群众立场，筑牢安全防线，把社会治

理工作做到早发现、早研判、早处置、早化解。落实三调联动，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落实“人民调解+行政调解+
司法调解”的三调联动机制，形成矛盾纠纷多元化化解模式。

推进四项治理，全面推进群众参与自治、党员带头法治，网络

监督智治建设，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格局。紧盯五大

风险，以防范政治安全、公共安全、社会矛盾、社会治安、网络

安全五大风险为重点。目前该镇社会治安稳定，人民群众的

幸福感、满意度持续攀升。 （周洪霞 程渊）

科学管理成体系 社会治理见实效
“芝麻镇距离城区较远，工作日期间大部分干部职工居住

在单位宿舍，在职工之家没建起来之前，大家下班后要么约着

一起散散步，要么就是回宿舍玩手机，现在就不一样了，我们

可以到职工之家打打台球、跑跑步，业余生活丰富多了。”贵州

省遵义市汇川区芝麻镇干部职工纷纷表示。

为活跃干部职工业余生活，提升职工的归属感和幸福

感。今年来，芝麻镇工会秉持“情系职工、真诚服务”理念，在

汇川区总工会的帮助支持下，积极推进“职工之家”创建工

作。通过购置娱乐健身器材，让职工在忙碌之余，身心得到放

松，以更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当中。同时，为引导职工科

学、合理使用器材，制定了管理制度，明确活动室及器材的使

用时间和规范。

下一步，芝麻镇将持续强化党建引领，充分发挥“职工之

家”作用，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职工活动，不断激发干部职工

活力，增强职工归属感、获得感、幸福感。 （李波）

打造“职工之家”筑牢温馨“港湾”
近年来，贵州省福泉市道坪镇用实践诠释了仓禀实而知

礼节，明确把扎实推进经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为加速

实施乡村治理进程提供坚强保障。

锚定产业发展。集中有限资源和优势兵力，解决好产业

集聚集群的问题，推动形成规模化。依托“三带效应”（“三

带”：组织带动、书记带领、党员带头），加之适度规模，形成主

导产业辣椒种植“育、产、储、销”一体化产业链。

带动就业增收。围绕产业发展，实现留守老人、妇女等弱

劳动力群体的短期用工、临时用工等就业方式。发挥联合党委

“三联三强”党建模式，协调企业为当地现有青壮年及毕业大学

生提供就业岗位 3000余个，带动群众年增收 5万元以上。

发展村集体经济。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盘活闲置资产、资

源变资金。2022 年来，12 个村集体经济达 1190 万元，同比增

长 11%，全镇上下凝心聚力促发展，带动镇域矛盾纠纷数量下

降 17.39%，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38个。 （刘星）

多措并举稳经济 提质增效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