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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加班后安排调休，可不发加班费吗？春节加班后安排调休，可不发加班费吗？

春节是法定节假日，如果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法

定节假日加班，事后安排调休，是否还需要支付劳动者加

班费呢？按照相关规定，在春节法定节假日期间，如果用

人单位安排加班，只要劳动者不同意安排调休，用人单位

就必须支付加班费。

（本报记者 贺少成 白至洁 付子晴）

“小雪团”姐妹花助力“十四冬”“小雪团”姐妹花助力“十四冬”

来自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的亲姐妹孙诗悦和孙诗

琳，都是此次“十四冬”的志愿者（昵称“小雪团”）。姐姐

孙诗悦在主媒体中心参与媒体接待工作，妹妹孙诗琳在

短道速滑馆负责比赛录制。为了更好地提供服务，她们

都在学校过年。正是每一位“小雪团”的默默奉献，“十四

冬”赛事的举办才更加顺畅。

（本报记者 李元浩 王羡茹 朱亚男 蔚可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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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日均清理垃圾超13吨、5步一
个垃圾桶……爆火的地坛庙会背后有这样一
群人》

今年春节，北京地坛庙会阔别四年回归，人气爆棚，

开幕首日就迎来超 13 万人次的客流量。为了给游客提

供一个干净整洁的游园环境，让大家舒心愉悦地品年味、

赏民俗，地坛公园共有 105名保洁人员负责清扫，日均清

理垃圾超 13 吨。他们每天早上 6 点半到岗，等到晚上七

八点把所有垃圾清运装车运走后才能休息。

（本报记者 曲欣悦）

用双手守护北京地坛庙会用双手守护北京地坛庙会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甘肃瓜州：紧急安置2.5万多游客应对风雪
突袭》

2 月 17 日，因沙尘暴和小雪天气，甘肃瓜州县境内

G30 连霍高速路段全部施行交通管制，大量人员车辆滞

留。瓜州县迅速启动极端天气道路应急保畅预案，在酒

店、学校、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养老院、居民家中等处设置

93个临时安置点，安置滞留旅客约 2.5万余人。

（本报记者 康劲）

甘肃瓜州紧急安置滞留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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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虚作假遇上装睡打盹，后果很严重
本报评论员 吴迪

透过第一视角，读懂劳动者的情感和诉求

据 2 月 20 日工人日报客户端报道，日

前，自然资源部公开通报 2023 年度国土变

更调查专项督察发现的弄虚作假等典型问

题。其中包括，个别地方政府部门弄虚作假

在硬化地面覆土冒充耕地、购买甘蔗移栽至

调查地块定点摆拍，还有某地县政府召开会

议有组织地主导弄虚作假并虚增 8900 亩耕

地……部分涉事地方相关人员已经被追责，

有关问题正在整改中。自然资源部指出，这

些典型案例体现了个别地方政府及相关部

门有组织、系统性违反变更规则，弄虚作假

规避监管、虚增耕地等问题，将严肃督促查

处，更好地服务于耕地保护考核工作。

确保 18 亿亩耕地红线，事关国家粮食

安全。自 2020 年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完成

以来，自然资源部以卫星图斑等手段，持续

开展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和督察工作，不断更

新调查数据成果。截至去年，全国耕地面积

19.14 亿亩，较上年末净增约 130 万亩，多年

来耕地总量持续减少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

然而，从近年来有关通报看，个别地方在

国土调查中弄虚作假的问题仍不时出现。比

如，有的地方在抽水后未经复垦的蟹塘内移栽

蔬菜冒充耕地；有的地方将干稻草捆绑在竹棍

上组成“谷桩”（水稻收割后的样子），将其插入

水塘冒充“稻虾混养，水稻已收割”，将水塘上

报为水田；更有地方相关部门不仅自己弄虚作

假，还要求企业协助造假或指导其造假……

个别地方在国土调查中弄虚作假，从客

观上看，与个别卫星图斑的技术差错有关。

由于个别卫星图斑存在失实、盲区等问题，

难免导致卫星显示与实际情况有出入，若按

流程更改信息则相对繁琐，这在一定程度上

让个别地方动了弄虚作假的念头，“应付了

卫星就行”。但从通报案例看，更多情况是

部分地方相关部门主观上故意弄虚作假。

如个别地方不顾实际情况，为达标而“一刀

切”地将农村道路也纳入整改范围，将其表

面覆土上报为耕地；有的地方是为了淡化违

法占地、维持耕地红线的“面子”和“政绩”而

弄虚作假，等等。

总体看，在国土调查中相关部门主导弄

虚作假仅是极少数，但暴露出的问题令人担

忧。尤其是相关地方的弄虚作假行为在自然

资源部督察前大都顺利通过了当地自查，这其

中自然少不了“上下配合”，即有人虚假摆拍，

有人“打盹装睡”，最终一路绿灯、一片“祥和”。

相关部门主导弄虚作假带来的危害很

大。国土调查数据失准，会对有关方面掌握全

国国土利用现状和自然资源变化情况、完善国

土调查监测和统计制度、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及

国土空间治理规划等工作带来干扰。而相关

部门主观上的造假更可能加剧形式主义、“劣

币驱良币”，伤害公众对政府部门的信任。

现实中不乏类似的教训，如个别地方

有关部门为提升群众满意度评分，有的打

电话给百姓“求好评”，有的在市民热线回

复工单中无中生有式自我表扬；有的地方

为让环境违法企业通过环保备案，弄虚作

假出具备案申报文件，不仅加剧不公平竞

争、伤害地方营商环境，也扩大了权力任性

的恶劣影响等。

从长远看，如何让耕地保护、国土调查

等工作更严更实，如何挤压弄虚作假的空

间，是公众更为关注的问题。现实中，对于

一些确实难以整改的“困难图斑”，不少地方

采用异地恢复、进出平衡等方式新增耕地。

面对现实中的问题和痛点，积极探索破解路

径，才是地方治理的正常思路。

期待上述新闻中典型案例的通报，能督

促更多地方吸取教训、端正姿态，拒绝弄虚

作假的歪门邪道，选择迎难而上、真抓实干

的阳光大道。

国土调查数据失准，会对有关
方面掌握全国国土利用现状和自
然资源变化情况、完善国土调查监
测和统计制度、指导生态文明建设
及国土空间治理规划等工作带来
干扰。而相关部门主观上的造假
更可能加剧形式主义、“劣币驱良
币”，伤害公众对政府部门的信任。

“ 卡 点 ？”

图 说G期待“吹哨人”制度
让“舌尖上的安全”更有保障

曲欣悦

“生活不只眼前的枸杞，还有远方的推拿

和足浴”……近来，“脆皮年轻人”热衷中医推

拿、八段锦、艾灸、刮痧等中医治疗或养生方

式，动辄月销数千元养生登上热搜。除夕夜，

传统八段锦甚至被搬上了央视春晚舞台。

我身边的亲友中，的确有不少年轻人认

为中医养生“真的香”，从哪家中医院可以挂

到按摩科，到肩颈痛和腰酸分别该挂哪个科

室，再到肠胃不适要配点儿什么养生茶，眼

下，养生知识已然成了与年轻人互动的必备

谈资。

从之前的“朋克养生”到拯救“脆皮年轻

人”，近年来，随着工作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年

轻人对于健康生活的关注度不断攀升，不少

年轻人因担心未来身体不适造成生活质量下

降而更加关注保健信息，养生被他们视为一

种“爱自己”的方式。

这种健康焦虑不无原因。据统计，诸如

糖尿病、白内障、脑卒中等过去常见于中老年

人的疾病已经开始找上了年轻人，而因长时

间使用电脑手机、缺乏运动等，颈椎、腰椎疾

病等也有逐渐年轻化的趋势。

青春年华本该是活力满满，身体各项机

能也处于较佳状态，年轻人如果伸个懒腰就

扭了脖子、打个喷嚏就腰椎间盘突出，哪还有

精力去追求向往的生活？

其实，很多年轻人也明白，身体状况亮起

红灯，根源不外乎不良的生活和饮食习惯。

熬夜了就吃“护肝片”，吃多了就找“抗糖

丸”……这种自我补偿式养生，并不能真正让

人们拥有健康的体魄。正如一位中医专家所

言，静下心来好好读一本书，和朋友聊聊天，

也能起到缓解身体疲劳的效果——养生有时

就是如此简单，不必花那么多钱。

在“养生热”的表象之下，如何让年轻人

学会健康生活，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健康生

活方式是整个社会都需要思考的问题。比

如，高校是否为学生规划了足够的健康教育

和体育锻炼时间，用人单位是否加强了职业

健康管理、开展了职工健康素养监测、改善了

劳动环境，等等。

此外，应注意到，伴随各类养生需求，养

生产业日益红火，但其中不乏一些打着“养

生”旗号的伪科学真带货。眼下，需要提防

“养生”骗局的恐怕不仅是“咱爸咱妈”，还有

咱们自己。动辄数千元的养生账单，有多少

是智商税，还需年轻人擦亮眼睛，亲自“榨干”

其中的“水分”。

“爱自己，是终生浪漫的开始”，这句出自

英国作家王尔德的话，被不少年轻人奉为人

生箴言，也契合了他们悦己自洽的生活追

求。一年之计在于春，“脆皮年轻人”不妨就

在这个春天定下目标，早睡早起、加强锻炼。

爱自己，从健康生活开始。

比起花式养生，健康生活更有性价比

王维砚

劳动者的自我表达并不局限于非虚构
写作等文字表达，还有照片、话剧等多种形
式，它们共同构成了来自职业主体的创作图
景——据 2 月 19 日《工人日报》报道，近年
来，诸如《我在北京送快递》《赶时间的人》
《在菜场，在人间》等劳动者自述式创作成果
走进大众视野，透过劳动者第一视角的创
作，人们看到了他们不为人知的内心独白。

在自媒体时代，每个人只要拥有基本
的文字能力和拍摄能力，就能在社交平台

进行自我表达，这无疑让普通劳动者有了
更多被看见、被听见的机会。特别是随着
展现快递小哥、保洁员、育儿嫂等个体境遇
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引发广泛关注，越来越
多的普通劳动者开始拿起笔、举起镜头，甚
至走上舞台，尝试创作和表达。与专业写
作者不同，他们没有“野心”全面地分析社
会、铺陈宏大叙事，而是从自己熟悉的生活
点滴和劳动场景入手，讲述那些鲜为人知
的个体故事。在这些或跌宕起伏或平淡琐
碎的劳动故事里，一张劳动者地图在我们
眼前徐徐展开。

普通劳动者的素人创作真实恳切、鲜少
矫饰，却更加直抵人心。能够打动人的，从来
不是精巧的表达、华丽的辞藻，而是生活和劳
动本身。

此前参加一次读书交流活动时，“外卖诗
人”王计兵讲的一个故事让我很受触动。一

次，他跑到 6 楼送餐，顾客关门的声音非常
大，让他感觉自己被“撞”了一下，他想把这种
感觉记下来，然而等他跑下楼拿出纸笔时，灵
感却没了。于是他再次返回 6楼，模拟刚才
发生的一切。如此往返，直到累得两腿发软
依然一无所获，最后只好在纸上写下“诗歌是
件体力活”。也是这次经历，让他创作了诗歌
《诗歌是件体力活》。

第一视角的自我表达，对于普通劳动者
来说，不仅是自我治愈和精神滋养，也是他们
观察职业、行业和社会的入口。作为从业者，
没有人比他们对自己的职业有更深刻的感
知，也没有人比他们对自己从事的劳动有更
深切的体会。在家政工罗雪芳参与创作的身
体剧《分·身》中，她用衣物、毯子搭建起寻常
工作的场景，用肢体语言表现家政工的挣扎、
苦闷、愉悦与自由；胡安焉在《我在北京送快
递》里，用“打工日记”式的纪实文字，观察和

分析了 19 份工作中遇到的上司、同事和顾
客，展现了不同职业中的“隐秘角落”。职业
的厚度、劳动的深度，或许都可以在这些劳动
者第一视角的创作里找到答案。

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言，当家政工登上
艺术舞台，同时登上舞台的还有她们的职业
价值和生命尊严。在这些普通劳动者第一
视角的自我剖白中，我们除了感动于他们对
生活的乐观坚强、对职业的认真负责，赞叹
于他们的创作才华和胸中丘壑，更要读懂他
们在文字、影像背后表达的真实情感和内心
诉求。

在白描劳动现实的背后，他们更加渴望
的，是自身的劳动价值得到尊重，是职业身份
得到认同，是所在群体被更多人理解。改善
他们的工作环境、保护他们的劳动权益、畅通
他们的诉求表达通道……我们需要给普通劳
动者更加广阔的舞台。在今年的央视总台春
晚上，14位来自生产劳动一线的劳模、工匠、
先进职工代表登台唱响“劳动最光荣”，建筑
工人易群林等受邀成为观众，这些“礼遇”都
让普通劳动者与有荣焉。

敬畏劳动、尊重劳动者、读懂劳动者、关
爱劳动者，这是对劳动者的礼赞与犒赏，更是
在守护我们这个时代的“星辰”。

青衫客

据 2月 20日《法治日报》报道，近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对食品生

产经营企业内部举报人举报实施奖励的

公告（征求意见稿）》，对食品生产经营企

业及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的

内部员工及相关知情人，向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实名举报本企业食品安全违法行

为线索的，经查证属实可对“吹哨人”予

以最高 100万元的奖励。

在食品生产经营领域引入“吹哨人”制

度，是对这一领域相关违法行为的严厉打

击，更是对诚信经营、消费者权益的有力保

障，有望为食品安全监管注入强大动力。

首先，该制度有力加强了企业内部监

督机制。食品安全关系到消费者的生命

健康安全，内部员工和相关知情人往往

是相关违法行为的直接见证者，他们有

一手资料和信息，能及时发现并揭露违

法行为，从而防止问题扩大、危害加剧。

其次，高额的奖励为“吹哨人”提供了

后盾。面对相关违法行为，不少人可能会

因担心报复或失去工作而选择沉默。高

额奖励可以让举报人少些类似的后顾之

忧，一定程度上激发其举报的勇气。

再有，该制度体现了对诚信经营的高

度重视。这不仅是对举报人个人行为的

认可，更向社会传递了明确信息：诚信经

营是企业生存之本，任何不诚信经营的行

为都面临不小的代价乃至法律的惩处。

现实中，“吹哨人”制度的顺利实施，

在物质奖励之外，还需多方保障。比如，

确保举报渠道的畅通和安全，加强对举

报人个人信息的保护；奖励机制应公开

透明，确保奖金能及时足额发放；平衡企

业内部的稳定和员工的权益保障，避免

因举报而导致企业内部关系紧张和冲

突，等等。事实上，这当中的很多方面，

在上述征求意见稿中均有所体现。

2021 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已发布

《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

行办法》，在此基础上将“吹哨人”制度引

入食品生产经营领域，体现了国家守护百

姓舌尖上的安全、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强大

决心。期待这一制度早日施行，成为保障

食品安全的更有力抓手，也希望各界共

同努力，确保其在实践中发挥更大效用。

据 2 月 20 日封面新闻报道，春节假期结束高速路
恢复车辆通行收费的同时，“卡点下高速”的话题引发
热议——按照规定，收费时间以出高速时间为准，一旦
免费时间结束，即会开始收费，因而有人“卡点”免费

“通关”。也有人因路上太堵，过了零时才出高速路，因
此被收取全程高速费。

对此，有网友建议是否可以设置免费行驶距离，以路
程计算而不是以时间为单位；还有网友认为对于装有
ETC的车辆，其在免费和收费时段的行驶路程是可以分
别计算出来的。其实，针对这一话题的讨论和建议已持
续数年，背后是公众对高速公路免费及收费的相关政策
更加精细化的期待。让相关政策设计更科学、公平，惠及
更多人，是努力的方向，但这显然是需要时间讨论和研究
的。对诸多驾车出行的人而言，拥堵或天气变化等情况
往往不好预判，高速路上行车，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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