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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巷议

1月 7日，一段“公司女高
管违法开除员工”的视频引发
热议。1月8日凌晨，涉事公司
回应称，前员工孙某因工作能
力不胜任，未通过试用期，依法
合规处理了其离职事宜，同时
已责令人力员工井某停职反省
并严肃处理。

1月8日上游新闻

2024 年伊始，第一位年度
嚣张企业高管诞生了。

从理论角度说，按照劳动
法、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女高管叫嚣违法开除员工”的
那一套理论根本行不通，完全
是在为公司招黑败家，女高管
的言行俨然是法盲。相反，员
工倒可以通过与企业打官司达
到自己的目的。劳动合同法第
四十八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
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
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
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
续履行。按照这条规定，遭到
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员
工，如果选择依法维权，坚持长
达两年漫长时间，慢慢通过劳
动仲裁、一审、二审等环节进行

维权，最后要求公司继续履行
劳动合同，恢复劳动关系，那么
公司最后不但要继续聘用他，
还要向他支付在仲裁、诉讼期
间的工资。

但是，这只是理论上的理
想状态，在现实中要实现却太
难了。

事实上，这位女高管之所
以如此嚣张跋扈，知法犯法，公
开叫嚣让员工去仲裁 、去诉
讼。究其根源，恐怕不是她对
法律了解的不够，也不是她真
的在劳动仲裁部门、法院有人，
而是她十分清楚员工个人根本
耗不起，当事员工最后只能向
公司低头、妥协，这才是她真正
的底气所在。

在司法实践中，个人与单
位打官司，单位不怕耗，个人害
怕拖。因为打官司太耗时间，
单位人多，随时都可以安排一
个人过去应付诉讼，而个人就
不一样了，需要亲力亲为，使得
中低收入的个人耗不起太长时
间。毕竟个人需要生活，甚至
家庭生计就靠自己一个人。如
果当事员工为了生活，在与单
位的诉讼期间，重新找了一份

工作，那么单位最后的赔偿只
是 2N 标准的经济补偿。这点
经济补偿金对于企业来说，不
过是毛毛雨，根本不在乎。要
知道，当事员工在试用期被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企业支付的
经济补偿金只相当于2个月的
工资。

可见，要彻底打掉这类女
高管的霸气，终结“女高管叫嚣
违法开除员工”的荒唐现象，真
正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仅仅
指望停职反省和内部处理是实
现不了的，关键是要让女高管
嘴中的那套操作在现实生活中
真正行不通，让广大劳动者不
怕跟单位打官司耗时间，让劳
动者依法维权成为一门铁定赚
钱的选择。

一方面，降低劳动者维权
成本。完善法律法规，适当压
缩劳动争议案件的仲裁 、一
审、二审时间，原则上实行简
易审理程序，快速审理，及时
裁决。另一方面，提高企业违
法成本。应当实施标准更高
的惩罚性赔偿机制，大幅提高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
偿标准。

快节奏时代
的“慢产品”
值得拥有
郑建钢

在奉化斫琴师任辉的人生格言
中，“慢慢来”一直是他的专属节奏。
前不久，一名海南顾客在任辉这里，心
满意足地取走了2年前“预订”的古
琴。“一把琴，一凿一斧，要经过一百多
道工序，急不来的。”任辉说，其实，做
人跟做琴一样，只能等时间慢慢“熬”
开，才能找到自己努力的方向。

1月8日《宁波日报》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怎么
也没想到，做一把古琴，居然需要整整
2年时间，不要说做琴所耗费的材料成
本，光是这漫长的时间成本，谁能承受
得起？这还怎么赚钱？

据斫琴师任辉的说法，工期长，是
因为工序繁琐而艰辛。比如，为了不
使木材变形，挖槽腹每次都挖一小部
分，放置一周之后再挖，一个槽腹得分
五六次挖，就这么挖呀挖呀挖，光是木
胚的制作工期大概就要一年；做漆的
工序也是如此的繁琐，算起来工期也
要一年，斫琴师还要受到油漆过敏、手
指肿胀的伤害。这种复杂而艰苦的古
琴制作工艺，估计局外人是体会不到
的。

有道是“慢工出细活”，传统手工
艺制作，急是急不得的，所以只能“慢
慢来”，甚至像任辉所说的那样，只能
等时间慢慢“熬”开。看来，一把功夫
到家、货真价实的古琴，确实值得耗费
2年时间去精雕细琢，然后把它交给乐
意享受“慢产品”的主人手中。

在快节奏、快流动的现代社会，普
遍流行一个“快”字。“快快快”的夺命
连环催步步紧逼，时间成本是降低了，
眼前的利益也确实是唾手可得了，但
就像快餐文化那样，只是为了填饱肚
子，简化了做饭工艺，去掉了应该讲究
的吃饭步骤，什么色香味、什么营养搭
配，统统抛诸脑后，吃饭，直接变成了
例行公事，一桩味同嚼蜡的差事。

并不是说快节奏不好，而是说急
功近利、直奔主题的行事方式，缺乏
深入思考，缺少辨别能力，必然导致
蜻蜓点水，浅尝辄止，降低了必要的
技术含量，难以达到相当的广度和厚
度。任辉曾经特意跑到江苏海门买
了一张 2.5 万元的古琴，但对音质不
满意。如此昂贵的一把古琴，让任辉
不满意，大概率是“快”节奏催生下的
产物，这才让任辉萌生了自己动手制
作古琴的想法。

快节奏时代的“慢产品”值得拥
有。任凭他人急功近利做生意，把时
间成本降到最低，大把大把赚快钱，任
辉依然我行我素，熬得住寂寞，把“慢
慢来”当成自己的口头禅，在泠泠琴音
中，慢慢感悟人生，不为名利，只为初
心，在时光中等待花开。

想体验冰雪运动乐趣，就
去奉化商量岗滑雪场；想感受
重庆市井风味，街边、社区里的
火锅店成为首选；想要放空一
切，就扎进四明山，找个民宿躺
一整天……

旅游市场复苏，新花样、新
玩法层出不穷。刚刚过去的元
旦，“Citywalk”融入日常生活，
有些人开始追捧“原地度假”。

1月8日《宁波日报》

“原地度假”是一种短周
期、近距离、慢节奏的出游方
式，属于微度假模式的延伸。
它的核心在于生活，而不是观
景。正如选择“原地度假”的宁
波白领华女士所言：“长途跋涉
的旅途对忙碌的都市人来说是
奢侈的。我选择在短暂的假期
里，逃离熟悉的住所，足不出城
去邂逅生活中未知的惊喜。不
论距离远近，出发即是旅行。”

一句“出发就是旅行”，道

出了旅游的本真。旅游是为了
放松心情的，旅游是为了给心
灵放个假的。从这个角度而
言，“原地度假”也是一种旅游
的方式，它的要义不是“观景”
而是“生活”。只要“逃离熟悉
的场所”即便是“足不出城”，也
一定会“邂逅生活的未知和惊
喜”。这说的其实还是一种心
态，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是一
种对生活的认知，是一种对生
活的向往。处处皆风景就是这
样的道理，关键还是要看人们
的生活态度、生活心态。

不管是“跋山涉水”还是
“原地度假”，只要心里有着对
生活的美好向往，只要心里装
着的是美好，眼睛里看到的也
就是都是风景了。其实，“原地
度假”的模式也是一种不错的
选择。有时间的人，可以“走遍
天涯”；没时间的人，在家门口
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惊喜，无
论哪种方式，只要心情愉悦就

是最美的结果。
“原地度假”火遍了朋友

圈，也给有关部门提了个醒：如
何才能更好维护“原地度假”的
烟火气？眼下，抓好经济是最
重要的事情之一，“原地度假”
的走红倒是不错的载体。对于
地方文旅部门而言，需要精心
打造精品短线游线路，将城市
文旅资源挖掘好；对于地方主
管经济的部门而言，也需要借
助“原地度假”的火热时期，策
划更多的文化娱乐活动，让“晚
会经济”“餐饮经济”“民俗经
济”“文化经济”的拓展面越来
越宽广。尤其是，需要让“民宿
经济”在“原地度假”中发挥更
好作用，让那些“不想长途跋涉
的人”在自己的城市也能玩得
开心、玩得幸福。

留 在 原 地 ，享 受 的 是 生
活。“原地度假”，不是只有长途
跋涉才叫旅行。距离的远近，
从来都不是旅游的标尺。

热点追评

“女高管叫嚣违法开除员工”
哪来的底气？

张立美

三江热议

要守护好“原地度假”的烟火气
郭元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