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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通信技术在迅速发展，随时随地用手机来处理

工作、回复与工作相关的内容成为不少人的工作常态。

有个问题也随之而来——非工作时间还在用手机、用微

信办公算加班吗？如果算，如何认定呢？跟工小妹一起

来看！ （本报记者 赵琛 白至洁）

下班后微信办公，如何认定加班？下班后微信办公，如何认定加班？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
道《国风洛丽塔，不止于甜美｜三工视频·
新360行之洛丽塔服饰设计师》

文天洋，一位学习医学检验专业的女孩，在 2020 年

辞去医学相关工作后，她成了一名全职网店店主。从医

学转行到服装设计，从开始学踩缝纫机做小头饰到独立

制作洛丽塔服装，她从零开始学习。

“刺绣是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工艺之一。”文天洋介

绍，从店铺成立之初，她就选择要做国风刺绣洛丽塔。她

把国风与洛丽塔洋装进行结合，让刺绣、流苏、盘扣在蝴

蝶结、蕾丝边、蓬蓬裙上散发独有的东方韵味。在未来，

她希望更多人了解并喜欢上国风洛丽塔。

（本报记者 杨明清 张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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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海吧！海上油田日记出海吧！海上油田日记

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输油是种什么体验？本期《职

业总动员》来到了中海油渤海油田“海洋石油 113”FPSO，

沉浸式体验海上石油工人的一线生活！现在，出海吧！

（本报记者 乔然 窦菲涛 白至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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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百年老字号您都吃过么？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中轴路上话美食：这些百年老字号您都吃
过么？》

融媒作品选粹G

文字整理：王羡茹

北京中轴路上有很多的老字号，灿若群星。近日，全

聚德、仿膳、来今雨轩、烤肉季、锦芳小吃、大海碗、小肠陈、

南来顺、都一处、护国寺小吃、茶汤李、萃华楼、马凯餐厅、

三元梅园等 22家中轴线餐饮商户在先农坛集中展示了多

种特色美食、非遗技艺，凸显了北京特色的饮食文化。

正由于其独特的价值，相关平台也参与进来，帮助更

多中轴线上的商户挖掘展示品牌与中轴线相关的美食套

餐、历史典故等，让更多消费者看到“中轴美食”，寻味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中的北京餐饮故事。

（本报记者 车辉 曲欣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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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提升对网络世界的理性认知
本报评论员 韩韫超

打击涉网犯罪，紧盯源头才能事半功倍

据 8 月 21 日《法治日报》报道，国家新

闻出版署下发《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

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即将届

满两年，游戏行业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成效

凸显——未成年人游戏总时长、月活跃用户

数、消费流水等数据都有极大幅度减少。针

对一些“帮助未成年人绕过防沉迷系统监管”

的黑灰产，多地捣毁了多个买卖个人信息进

行游戏账号非法租赁的犯罪团伙。

2021 年 8 月 30 日，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

《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

迷网络游戏的通知》，明确所有网络游戏企业

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日20

时至 21时向未成年人提供 1小时网络游戏服

务；所有网络游戏必须接入国家新闻出版署

网络游戏防沉迷实名验证系统，用户必须实

名注册登录，网络游戏企业不得以任何形式

向未实名注册和登录的用户提供游戏服务。

近年来，我们见证了政策立法及企业

层面为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游做出的持续

努力。从 2007 年针对网络游戏的防沉迷系

统上线，到 2019 年国内主要网络视频平台

试点上线“青少年防沉迷系统”，再到两年前

推出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关于进一步严格

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

知》，国家政策工具不断增加。不仅如此，

2021 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特别增加

网络保护专章，明确将网游企业防沉迷责任

写入法律。不久前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

《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征求

意见稿）》拟将“青少年模式”全面升级为“未

成年人模式”，推动模式覆盖范围由 App 扩

大到移动智能终端、应用商店，保护范围更

加周全。此外，多数互联网企业和平台落

实企业责任，严格执行用户账号实名注册

制度，调动高科技手段为未成年网络保护

做加法。

未成年防沉迷手段不断升级，是加强未

成年网络保护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未成年

友好型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严格执行防沉

迷政策，不能以牺牲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学业

精力为代价换取相关行业的发展和繁荣，这

一理念日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今天，未成年人接触互联网的低龄化趋

势明显。如何结合未成年人的网络使用特点

不断优化、细化相关政策举措，使其真正发挥

功效，考验着决策者、相关行业企业的智慧和

担当。

织就防沉迷之网，靠技术却不能唯技

术。长远看，它更离不开社会和家庭的参与、

共治。如果家长整日手机不离手，自然不可

能引导孩子合理适度上网。进一步说，防沉

迷的对象其实不只是未成年人。一位大学校

长在去年新生开学典礼上发出“被取消学籍

的同学 90%因为游戏”的告诫冲上热搜，我们

身边也有不少刷手机到深夜的“网瘾老人”。

提升全民网络素养，避免过度沉迷于网

络虚拟世界，是方方面面需要面对的现实课

题。对未成年人，家长要担起责任，丰富孩子

的线下生活体验，增强现实世界对孩子的吸

引力，多些对孩子的耐心引导和悉心陪伴。

对老年群体，社区文化场所建设、养老机制保

障、子女高质量赡养陪伴等方面都需要更加

给力。

客观而言，从衣食住行，到休闲娱乐，现

代人的生活很难完全与互联网世界切割开

来。多年来，我们对网络防沉迷的探讨与实

践，本身就是强化公众对科技福利的理性判

断的过程。未来，防沉迷工作仍是一场需要

多方共赴的持久战，它既离不开政策法律的

优化细化、技术的迭代升级，更有赖于整个社

会网络素养的提升与成熟。

织就防沉迷之网，靠技术却不
能唯技术。我们对网络防沉迷的
探讨与实践，本身就是强化公众
对科技福利的理性判断的过程。

弓长

四个铁架子上，3000 余部手机正开着机

自动注册微信号……这是山东淄博周村警方

在破获一起特大黑灰产系列案件过程中看到

的情形。自 2022 年 5 月开始，当地警方陆续

对运营商内鬼展开抓捕行动。警方从他们电

脑中恢复的手机号数据多达 8000多万条，这

意味着有 8000多万个手机号码被用来注册微

信，为下游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违法犯罪活

动提供极大便利。（见 8月 19日《法治日报》）

人们正常注册微信号时，需要一步步填写

信息、验证身份等，相比之下，3000余部手机同

时自动注册微信号，一天下来数量惊人。这些

账号用来做什么，更是令人细思极恐。

当前，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仍是危害

社会稳定和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隐患。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 年第

一季度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诈骗犯罪 10923
人，在所有罪名中位列第二；提起公诉 18146
人，在所有罪名中位列第五。

近年来，多部门为打击以电诈犯罪为代

表的涉网犯罪做出不少努力，如落实电话卡

实名制、加强对个人资金账户流水监管、转账

汇款延时到账，等等。但随着暗网、虚拟货

币、人工智能等“新机遇”的出现，涉网犯罪

“科技加持”“链条延伸”“非接触性”等特点越

来越明显。这既增加了办案成本，也加大了

犯罪打击和预防难度。

诸如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涉网犯罪

屡打不绝，主要是因为整个链条的前端，即源

头上的操作更加精细、隐蔽。比如，不法分子

成立科技公司，专门研发相关软件和工具用于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或为绕开实名制办“两

卡”提供便利。上述报道中“3000余部手机开

着机自动注册微信”正是典型例子。又如，通

信运营商的“内鬼”通过职务便利非法侵入短

信网关系统等，令防范机制如同牛栏关猫。

对于类似涉网犯罪的一些新苗头新问

题，以及可能带来的巨大危害，有关部门必须

予以重视，要深挖每一起案件背后的相关线

索、共同特征，与时俱进地加强对涉网犯罪全

产业链的打击，并针对犯罪源头向前延伸等

新倾向精准施策。

司法机关在侦办相关案件时，要加强与

通信、金融等部门的合作，必要时可通过司法

建议等方式，让合作和监管效率更高。通信、

金融等有关部门也应不断提升相关反制技

术、完善措施，推进涉网犯罪样本信息数据共

享，建立有关异常信息及活动的监测识别、动

态封堵和处置机制。

网络时代，打击治理涉网犯罪必须有更

多互联网思维和治理智慧，紧盯“科技感满

满”的灰黑产链条前端，针对新情况、新形势

见招拆招，让相关工作事半功倍，形成长期打

击、全民防范的社会氛围。

沉 重

图 说G为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装上更多“安全阀”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近日，《中国肥胖患病率及
相关并发症：1580万成年人的横断面真实世界研究》报
告发布，绘制出一幅数字版的“肥胖地图”，数据显示，
1580万成年受试者中超重人群占比 34.8%，肥胖人群占
比14.1%。

人们常说“一胖毁所有”，这不仅指肥胖对于个人形
象和颜值的影响，更包括其可能给健康带来的各种问
题。“肥胖地图”让国人对肥胖发生的地域、年龄差异有了
更客观、全面的认知，相关数据对医院开设减肥科室、如
何开展健康饮食指导、完善运动场馆布局等，都有重要参
考价值。公众也不妨对照这份“扎心”的数据反观自身，
正视肥胖可能带来的种种隐患，主动拥抱更健康、更有益
身心的生活方式。对整日“忙忙忙”的人来说，这可能有
些说易行难，但总念“拖”字诀，问题恐怕早晚找上门来。
管住嘴、迈开腿，应该成为一种习惯和本能。

赵春青/图 韫超/文

史洪举

据 8月 22日极目新闻报道，暑假期间，人

们出游热情高涨，但因盲目跟风前往网红打

卡地导致人员被困，甚至发生人身安全事故

的情况层出不穷。近日，青海文旅厅发布公

告称，严禁游客擅自进入无人区、未开放和未

开发景区开展探险、旅游，各类人员和团体因

私自探险、穿越自然保护区、无人区等被困，

救援费用由相关人员和团队全额承担。

近年来，一些人因在毫无准备和预案的

情况下，乱闯禁区、违规探险，或者在正规景

区游玩时无视警告，非法穿越到未开发区域

探险，频频遇险。相关救援给地方政府部门

和民间救援团队带来巨大风险和成本，有的

甚至造成了人身伤亡。比如，去年有人在北

京因攀爬野长城被困，一民间救援队员在营

救时遇难。如此现实语境下，青海上述公告

明确任性探险者承担全部救援费用，释放出

了一种强烈信号。

有人陷入危险境地后，政府部门当然有

救助责任，问题是，这种因盲目探险而遇险的

救援，难度往往很大，成本也很高。几年前便

有媒体报道，在四川一知名景区，租用百姓的

马一天最少要 300 元，救援人员的补贴淡季

每人每天 500元左右，旺季则要 1000元以上；

每次搜救平均派出 30 人，时间为 2 至 3 天。

而除了经济成本，一些驴友未经许可或备案

擅自进入禁区、无人区而遇险，救援人员也很

难预判险情程度，同样面临着相当高的人身

危险。

现代法治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权责一致，

无视规则和警告的违规者要对自己的行为承

担相应的责任、付出相应的代价和成本，否则

就可能形成负面示范，从而导致更多人任性

妄为，不把自己的性命和救援人员的安危当

回事，导致更多公共资源被无端浪费。

在权利与义务对等的法治社会，景区及

相关部门对其管理范畴内的游客遇险情形，

有救助义务。但任性者刻意突破红线等行

为，往往会超出救援团队的能力。因而，应遵

循自甘风险者自担损失原则，由冒险者承担

相关救援费用。对此，旅游法明确规定，旅游

者接受相关组织或者机构的救助后，应当支

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

当然，还需考虑另外的可能性，比如，如

果有偿救援费用过高，一些遇险人员可能会

等到迫不得已时才求救，由此很可能错过最

佳救援时机，或者遇险人员明确拒绝有偿救

援，转而寻求公安机关的帮助。此时，该如何

在坚持生命第一的原则下协调收费与救援的

关系，是必须思考的现实问题。

应该认识到，户外活动是享受生活，而不

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近年来，不少

地方和景区都陆续公布了有偿救援的方案，

也有不少景区在救援行动结束后向肇事者发

起追偿的案例，这些都释放了倒逼任性游客

约束自身行为、遵守相关法律和规定的强烈

信号。当然，收费不是目的，还应平衡好各方

关系。只要有人遇险，均应先行救援，事后再

综合评判过错程度进而追偿。这种“两笔账

分开算”的做法，是生命至上的要求，也是兼

顾情与法的实践。

总之，希望更多人能够从相关案例和举

措中凝聚敬畏自然、爱护生命、遵守规则的共

识，主动减少和杜绝不负责任的冒险行为。

由任性探险者“全额承担”救援费释放的信号

杨维立

近日，北京市人社局联合国家金融

监管总局北京监管局印发《关于进一步

规范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管理工作的通知》，聚焦农民工工资支付

事中监管环节，首创了“人社+金融”的

联动监管机制，对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实施全流程监管，从源头预防制度不落

实问题。（见 8月 22日《北京青年报》）

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事关广

大农民工切身利益，也关乎社会公平和

稳定。近年来，各地治理拖欠农民工工

资问题的态度和举措可圈可点，取得了

显著成效，但也应看到，一些地方和行业

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仍时有发生，恶意

欠薪行为屡禁不绝。

上述“人社+金融”联动监管机制可

以让人社和金融监管等部门之间，实现

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数据共享，通过大

数据分析、重点指标监测等手段，主动识

别、及早发现欠薪风险隐患。例如，建设

单位应按时将专项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

的工程款拨付至专用账户，数额应当确

保农民工工资按月足额支付，开户银行

不得将专用账户资金转入除农民工本人

账户以外的账户。这种专项账户的动态

监测和严格监管，很大程度上可以保证

“账上有钱”，并按时足额为农民工发放

工资。

这种机制一是突破了以往不同部

门获取专用账户核心数据的壁垒，能更

好地实现监测预警处置全流程闭环管

理，通过大数据分析更容易发现端倪；

二是在事中监管环节，提升了部门联动

效率，科技力量也可以有效缓解监管面

广、工作量大等弊端；三是让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的相关监管实现了“非现场

执法”，减少检查频次，减轻企业负担，

增强了“让数据说话”的准确性和研判

的科学性。

近年来，很多地方都在持续开展根

治欠薪专项行动，诸如创建农民工工资

专用账户、完善全流程监管体系等探索，

为源头治理欠薪、夯实过程监管等不断

补齐短板，也让防治欠薪工作取得了新

成效。为农民工筑起“劳有所得”的坚实

屏障，营造“安薪”奋斗的劳动环境，要

“一锤接着一锤敲，一棒接着一棒跑”，善

始善终、善作善成，绝不能松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