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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床需要几个闹钟，拼死挤上第一趟公交
车，打过打卡机，然后紧锁眉头埋头工作——在
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职场人士似乎一分钟都
不能懈怠。工作闲暇也不敢气定神闲，说不定
老板在背后盯着呢。最近，一群被称为“装忙
族”的新新人类，打破了上述尴尬，受到不少都
市年轻人的推崇。

提到“装忙族”，还得从不久前流行于各大论
坛的热帖《“装忙族”偷懒招数大曝光》说起。该
帖详尽介绍了时下最常用的职场“偷懒”招数：同
时开着QQ和写字板假装写文案，其实是聊天；
看网页时眉头紧皱，看到好笑处也保持严肃；开
着 excel窗口玩 flash小游戏；接到好友电话会说

“您好，是是是，您请讲”……这群表面上很忙却
特能神不知鬼不觉偷懒的人，就是“装忙族”。目
前，“偷懒妙招”还在被网友们不断丰富着。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调查显示
（12348 人参加），90.1％的公众发现，身边存在
“装忙族”。86.1％的人承认自己会在工作中“装
忙”，其中15.9％的人“经常‘装忙’”。

“装忙”都有哪些招数

工作时，你会采用哪些方式忙里偷闲？调
查中，57.3％的人表示，会在工作时间上网浏览
与工作无关内容；34.3％的人会频频借上厕所、
倒开水之机离开办公区忙里偷闲；32.8％的人会
在工间休息时上网聊天、玩游戏；还有 15.4％的
人会在工作时间偷着上网炒股。

为了“装忙”，长沙市某外企职员郝女士已经
与同事达成默契，“如果同事去接私人电话，就说
是去上厕所了；如果迟到，就说是他加班晚了或堵
车了；如果哪天没来，那当然就是去见客户了。”

郝女士说，现在大家遇到“不太说得过去”
的借口，如搬家、同学结婚、家电需要维修，或者
肚子不舒服、轻微感冒等，都不太愿意向领导请
事假或病假，因为怕给领导留下“你特事儿”的
不良印象。于是只要有人“出事儿”，大家便自
动“统一口径”。

今年 4 月底，北京市某私企销售人员黄先
生，在完成当月销售任务后，在公司玩了一会儿
游戏，却被领导批评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他感到很委屈：“为了完成任务，我都焦虑失眠
了好几天。现在任务已完成，还有两天才到最
后期限，休息一下有何不可？”

抱怨归抱怨。5月底，黄先生提前一周超额完
成任务。这回他学乖了，干脆不去单位了，还向好
友借来多家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的名片。一上班就
将名片给老板过目，说“这几天一直忙着约见这些
客户”。最后，黄先生因超额完成任务加上“不断
进取”，被公司评为当月“优秀员工”——黄先生对
记者感慨：“我入‘装忙族’全是被逼的啊！”

哪里“装忙”的人最多

为什么要“装忙”呢？调查中，39.7％的人表
示“装忙”可以给大家留下好印象；37.5％的人认
为“装忙”更有可能获得晋升；33.2％的人认为

“装忙”能减轻工作压力。
采访中，多家企业部门负责人都表示知道员

工中存在“装忙”现象，但他们“更看重成绩”，认为
员工在闲暇时的休闲“可以理解，不必‘装’”。

“你以为我们想‘装’啊？很多领导表面上
说偶尔娱乐一下没什么，但一旦你犯错，就会拿
这一点来说事儿。”武汉市某私企客户经理余女
士，以前常把在家中下载的小说拿到单位，闲时
偷偷翻看。她说，自己的工作主要是做项目，有
项目时忙得焦头烂额，项目结束就没事可干。

“但大家还得上班打卡，比领导早去，比领导晚
走。领导在时，干完工作也全装模作样地敲键
盘，‘装’得很辛苦。”

余女士认同“装忙”是职场生存哲学，她说：
“‘装忙’也是处世之道。大家都在‘装忙’，你如
果不装，领导会认为你不在乎他。”

调查中，62.5％的人认为“装忙”是为给老板
留个好印象，“装忙”是职场生存哲学；37.7％的人
表示，大家都忙，自己不忙不合适，于是“装忙”。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人力资源管理
系教授林新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随着国家
从制造业时代渐渐过渡到知识经济时代，社会上
出现了越来越多灵活的、需要创造性的工作。这
些工作以员工创造的价值衡量员工，大多数“装
忙族”属于这部分人，以都市白领青年为主。

“装忙”现象在哪里比较普遍？调查中公众给
出如下排序：国企（49.5％）、公务员（39.6％）、事业
单位（38.7％）、外企（22.1％）、民企（20.3％）。还有
27.3％的人认为，“装忙”现象无处不在。

新经济期待人事上的“柔性管理”

1986 年以来，林新奇教授担任了多家企事
业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高级顾问。在他看来，
长期主动怠工“装忙”的现象虽然有，但只是极
个别的。“员工‘装忙’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企业
管理制度不健全。这让很多员工有力使不上，
被迫‘装忙’。”

林新奇说，当下很多企业的岗位设置存在
缺陷。工作岗位边界、职责不清晰，任务存在交
叉性。“很多企业在招聘员工时，只知道大概需
要多少人就进多少人，不清楚员工进来后干什
么，‘越位’和‘不到位’的情况时有发生，效率怎
么高得起来？”

“还有刻板的请示汇报关系和工作战略不
明确等问题，很多企业仍处于‘人治’的感性管
理阶段，所以员工要想体现自己的价值，就算没
事也要找点事，在领导跟前‘装忙’。”

调查中，45.9％的人也认为，人们“装忙”是
因为“企业单位制度不合理”。全球职业规划师
认证首席培训师钟谷兰表示，对于一些灵活的、
需要创造性的岗位，企业应当取消掩耳盗铃的
管理规定，比如必须上班打卡、朝九晚五等。林
新奇也认为，部分企业应以绩效为导向，对员工
实行“柔性管理”。“员工在工作期间发呆、聊天、
玩游戏，也应被视为工作的一部分，而不是偷
懒。因为在短时间的放松中，一些员工会获得
工作上的灵感和创意。” 据《中国青年报》

人大代表“晒”述职报告应成制度常态
“在省十一届人大一、二次会议期间，我本人领衔提议案和建

议意见5件，参与提建议意见6件……”湖南省人大代表、衡阳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胡国初的述职报告近日被公开“晒”到了当地媒体
上，和他一起被“晒”述职报告的还有另外5名省人大代表。（11月
28日《法制日报》）

衡阳市的这一开创全国先河的做法一经媒体披露，立即引起
了社会各界关注，也被一些群众称为人民监督人大代表的“非常举
措”——其实，这个使得人大代表“深感压力”的做法，是我国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应有之义。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
的政权组织形式，是我国的政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则应该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依照宪法和
法律赋予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职权，参加行使国家权力。既
是国家的主人，又是人民的公仆。人大代表的性质决定了代表不
仅在产生之初能反映选民的基本利益，整个社会的基本利益，而且
始终都必须以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为宗旨。《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明确规定：“代表应
与原选区选民或者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代表受
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监督”，“代表应当采取多种方式经
常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回答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对代表
工作和代表活动的询问”。这些规定明确了代表要保持与原选区
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并报告履职情况、接
受监督的责任与义务，为代表述职评议工作提供法律依据。

近年来，随着监督法的实施，人大公开的意识越来越强，但很多
地方对法律规定的人大代表述职评议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也缺
乏相应的机制。特别是市级以上人大代表，是由下级人代会选举产
生，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有的代表对自己与选民关系看得很淡，甚
至忘掉自己与选民间的血脉联系，乃至把自己的代表身份看成是组
织安排的结果，是一种应得的待遇。即便述职，也只是小范围的公
开，部分人知情。很少有代表会主动联系选民，接受监督。有的选
民也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监督的权利和被监督的责任，即使知道这
种权利，但因不知道如何监督或被监督而无从着手。

重视和加强选民对代表的监督，是当前人大工作中亟待解决
的一个重要问题，否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人们对人大性质、地位、
作用的认识。选民通过对人大代表的监督，使我国的权力机关的
组成人员置于全体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对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充分发挥人民代表作用起着具有非常重要、积极的意
义。开展代表述职评议活动，是保持代表与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
举单位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接受监督的有效措施，也是强化代表
意识，增强代表依法履职、对民负责、为民服务的责任感和自觉性
的现实选择。作为一个人大代表，在参选之初就应该有接受选民
挑选的勇气，在当选后更应该有接受选民监督的心理准备。除了
述职评议制度以外，还要通过人大代表的联系选民制度、活动公开
制度、质询制度、资格终止制度、罢免撤换制度等，进一步落实宪法
和选举法规定的人民群众对人大代表的监督权，全面提升各级人
大代表履职为民的质量、效率、水平。 王 威

2009 中国作家富豪榜 11 月
30日由《长江商报》独家发布揭晓
结果。今年是中国作家富豪榜的
第四次发布，依旧是公布前25位
作家名单以及版税，与去年不同
的是，曾获两届第一名的80后代
表作家郭敬明，今年未能成功卫
冕，以1700万元的年收入屈居榜
单第二名，而“童话大王”郑渊洁
以2000万元的年收入荣登首富宝
座，比去年的“首富”收入多出700
万元。今年作家富豪们整体似乎
比去年更富有，后起之秀不少，但
啃旧作的也大有人在。

犹记2008年的作家富豪榜公
布时，陕西网友震惊而愤怒，因为
陕籍作家贾平凹和陈忠实都没有
上榜，而贾平凹当时刚刚凭《秦腔》
荣获茅盾文学奖。值得一提的是，
贾平凹、陈忠实今年依然未能上
榜。这意味着，这个作家富豪榜，
是伴随消费时代而生的，和主流文
学的经典写作时代是分野的。

从自由写作的角度而言，不慕
财富的写作和追求畅销的写作都
值得尊重。但是，文学是人学，有
市场能传播才至为关键。作家们
追随畅销时代的主旋律，和市场形
成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也契合了
消费文学时代的需求。因此，拿贾
平凹和郭敬明相比，不合时宜。

从今年富豪单的情况看，上榜
作家呈现出极强的流行化属性。
郭敬明、韩寒等新新人类的偶像个
性作家依然是畅销的主流；郑渊
洁、杨红樱则是少儿流行故事的写
作高手；易中天、于丹更是大众化
的“学术明星”。总之，这些作家不
主流、不传统、不经典，但是绝对畅
销，拥趸不少，这就够了。

就此意义而言，作家富豪榜不
仅给作家们标树了一个市场化写
作的标杆，也给文化拓展了更红尘
的大众化路径。更重要的是，上榜
作家的文学，不求雅而求信和达，
输出的是不用费劲就能娱乐和审

美的文化营养快餐，这比正襟危
坐、绞尽脑汁去理解传统文学的经
典大餐，要轻松许多。并且，作家
富豪榜单不仅仅给大众文化添了
娱乐的作料，还给有志于码字的人
以信心——就像那个号称初中毕
业，却写出大红大紫网络小说《鬼
吹灯》的“天下霸唱”(张牧野)。在
全民写作的网络时代，富豪作家榜
不仅是文化快餐，还是催生更多年
轻人文学梦的催化剂。

流行和不朽，并不是有你没
我的绝对，西晋左思的《三都赋》
在当时成就了洛阳纸贵佳话。现
在，《三都赋》依然是脍炙人口的
千古名篇。还有当年那个意气风
发的王勃，在南昌一气呵成《滕王
阁序》，现在还不照样是文学经
典？白居易的诗够不朽够经典
吧，而当年白先生在长安时也是
比易中天还要流行的“诗人明
星”，他写诗不仅追求“妇孺皆
知”，甚至被长安街头的浮浪子弟
刺在身上。也说不定，当下这些
上榜作家的某部现在流行的作
品，就不会成为未来传世的经典。

所以，文学的审美和娱乐效
应，并不只有曹雪芹、蒲松龄那一
种寥落江湖之远忧愤贫病而写作
的模式，也有魏晋风度引领潮头的
潇洒写作，更有李白仗剑走天涯式
的豪侠写作，更有关汉卿零落教坊
倡优和李渔留恋风尘式的写作。
只要作品符合人学的审美趣味，只
要文学是红尘白浪的典型艺术化
描摹，文学就能兴于时传于世。

再看作家富豪榜，郭敬明们
能成为千万百万富翁，那不是体
制内的权威机构评出来的，也不
是精英书评家吹出来的，而是读
者买出来捧出来的。这种畅销和
流行，事实上已经实现了文学作
为文化产品的市场使命。如果中
国作家当真能靠码字成为亿万、
千万、百万富翁，这未必不是文化
盛事一桩。 张敬伟

儿嫌母丑的自卑感折射教育缺位
近日，重庆黄先生因为带着扁担去7岁女儿

的学校看望她而引得女儿不快，女儿因自己父亲
的职业和社会地位感到自卑，这使得作为父亲的
黄先生很受伤。据调查，80%的小女生不愿意父
母来学校探望，觉得父母的职业不好，会让自己
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重庆晚报》12月1日）

又一次读到这样的新闻，我心中五味杂
陈。古人云，“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但如
今现实生活中“儿嫌母丑”的事情却不再是什
么新鲜事。何以？这样的问题，总会引起舆论
对于“社会偏见”的自警和拷问。

不知曾几何时，清洁工、农民工、保姆已经
名正言顺地成为穷人们的“专利”，与蓬头垢
面、衣着不整以及廉价的衣服等相提并论——
在很多时候，多数人或许并不歧视穷人，但却
怀有一种隐形的、烙印相当深刻的偏见和排
斥。而这种偏见和排斥，给青少年带来了深重
的心理负荷。表面上看，似乎真是如此，但细
细一想却不然。

社会偏见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概念。某种意
义上说，富人对穷人怀有偏见，反过来说，穷人亦
会对富人怀有偏见。严格说起来，这是一种基于
群体阶层自我保护意识而产生的“心理情绪”，不
能简单地与对立、隔阂、歧视画上等号，并不带有
社会辐射性。富人或许看不起穷人的潦倒，但我
相信大多数富人都不会让这种“情绪”转化为社
会行为。同理，世人都在诟病富人的为富不仁，

但恐怕也没有几个人会当面指责富人。
具体到校园当中，不能否认一些富有家庭

的孩子具有某种先天的优越感——但“儿嫌母
丑”在更多的时候，来自于自身的孤独感和压
抑感。在孤单和自卑心态之下，任何一抹外界
的眼神，都可以被视为是歧视和偏见。“在同学
面前抬不起头来”，更像是一种心理错觉。而
这种心理错觉的“以讹传讹”和被扩散开来，又
与教育的缺位有关。

经常读到类似的报道：某小学举行“谈谈我
的理想”班会，有的说长大了要当教授和学者，
有的说要当明星，也有的说要当航天员，而当一
个学生站起来说要当一个农民、养很多牛的时
候，在场很多学生都哄笑起来，就连老师也在
笑。当农民很没有出息，孩子们的心思当然是
来源于社会偏见，可问题在于——教育何以对
此无动于衷？学校和孩子，理应是社会偏见和
社会浮躁影响最小的地方，但现实却是，我们的
教育忽视了对于社会偏见的校正，无形中助长
了负面价值对于孩子的“干扰”。甚至，在个别
的学校，教师的教育关注“看人下菜碟”，也是导
致穷学生校园生活压抑的因素之一。

在校园中，无论是富人的孩子还是穷人的
孩子，理应都脱去身份标签同等地接受教育。
如果教育能够做到“一视同仁”，能够强化对学
生自强自信的素质引导，“儿嫌母丑”的自卑感
和孤独感自然会越来越少。 陈一舟

《蜗居》这部奇特的电视剧因广
大观众热议，用原著者自己的话说就
是：“每一个在写字楼中拥有一平方
米隔间、月月还房贷、出门坐公交、中
午吃盒饭的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
影子。”大家每天像蚂蚁一样朝九晚
五地去公司上班，受尽人际与工作压
力的双重压迫，疲惫不堪地回到家后
还要面对妻子或丈夫的责难和质疑，
再到发工资之日将大部分的血汗交
给房东或银行，最后在日复一日的简
单重复和纠结中年华老去。大家或
许在静下来的时候都考虑过这样一
个问题：难道我这一辈子就要被房子
拖死吗？ 焦海洋 文/图

大学生借“国考”练兵 积累就业经验
刚刚过去的周末，中国传媒大学的小甘

参加了号称全国第一考的公务员考试。与许
多备考者势在必得的劲儿不同，小甘参加公
务员考试，“只是一件顺便的事儿”。

小甘报考的是民盟中央，根据公务员考
试录用系统的统计，该职位的最后录取比例
是1314∶1。不过，对这样惨烈的竞争，小甘
却并不是很在乎。一方面，她确实有点儿想
象不出1314个人淘汰掉1313个人是什么概
念；另一方面，小甘更看重的是准备国考过程
中为应聘其他职位所累计出的笔试经验。

在高校毕业生中，抱有小甘这样应聘思
路的人不在少数。

公司企业的笔试
就像“国考”缩小版

小甘很早之前就买了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和申论的辅导书，但她看得并不着急，各种题
型浮光掠影地瞄一遍，感兴趣的，写写画画。
国家公务员报名的第一天，她便选了一个觉
得“可能不会有太多人报”的职位报了名。虽
然之后每次登陆都会看到这个职位的报名人
数成倍激增，但她并没有太大的压力。因为
她买书做题的最主要目的，并不是拿下公务
员考试，而是备战即将进行校园招聘的各大
公司企业的笔试。

很多大的公司招人都有多道程序，笔试
通常是海选的第一关。小甘在网上浏览过来
人的“面经”、“笔经”时得知，不少大公司笔试
的内容与公务员考试中的行测很相像。

“一个天平，左右秤杆不一样长，给你两
个500克的砝码，你能否准确称出1千克的东
西？A 有可能 B 很可能 C 不可能 D 绝对可
以”，这道看起来颇有点国考行测色彩的题
目，是网友 candygreen 在应聘泰科电子的笔
试中遇到的。在 candygreen介绍“笔经”的帖
子中，还大致回忆了笔试的题型：共70题，50
分钟做完。总共四部分，词语逻辑、数量关

系、资料分析和逻辑题四种，基本和国考的题
目类型一样。

网友 hanjie104 应聘广州本田时也遭遇
了这样的“小型国考”，“5 个数学题，两三个
图形推理题和几个逻辑推理题，两个大的资
料图表分析题……整个就是公务员考试行测
部分的缩小版！”

看了考公务员的参考书
其他笔试能应付一大片

去年备考国家公务员时，南京某高校的
小杨曾全力以赴地准备了三个月。虽然后来
在面试中遭遇了滑铁卢，但是有心栽花花不
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小杨在接下来的几个大
型公司招聘的笔试中脱颖而出。“当时参加笔
试的有箭牌口香糖、苏宁、比亚迪等，其中很
多题型都和行测很像。”小杨告诉记者，“除了
行测，笔试中经常出现的开放式作文也可以
参考申论的行文方式。”

“一般单位笔试
的题目都会比国考容
易一些。反正看了考
公务员的参考书，其他
公司的笔试就能应付
一大片，就像是武侠小
说里修炼的内功一样，
算不上什么招式，但江
湖上混着好像哪都用
得着。”小杨毫不避讳
备考公务员对自己找
工作的帮助。

而小甘也发现，有
不少网上交流“笔经”
的网友都建议，提前看
点行测教材，至少在接
到笔试通知后借本行
测书狠看一晚上，绝对
有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的效果。因此，这本厚厚的行测几乎成了小
甘准备各单位笔试的专用参考书。

对小甘来说，在1314个竞争者中脱颖而
出基本不太靠谱。“其实报名只是一件顺便的
事儿。在‘国考’之前，很多知名企业的大规
模校园招聘都已经开始了。反正去应聘也要
看行测和申论，报个公务员不过是多交个报
名费。就像买彩票一样，明知中奖希望基本
没有，但买张彩票只有几块钱，干吗不试试。”

“类行测题”泛滥引质疑

仅在小甘周围，怀着“顺便考考”心态的
报考者就不在少数，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一年
年托高了“国考”的报名人数。但也有一些人
对企业笔试中频频出现“类行测题”持怀疑态
度。中国矿业大学的小施就是其中一个。

小施曾应聘北京某咨询公司内刊编辑的
职位，接到笔试通知后，她详细了解了该企业
的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信息，并复习了关于编
辑制作的专业知识。笔试足足三个小时，题
量大得吓人，不过让小施意外的是，关于企业
文化的几乎没有，关于编辑制作的也是少之
又少，最大篇幅的，就是那些奇奇怪怪的“行
测题”。因为事先没有准备，小施连蒙带猜地
答了三个小时，就“郁闷着回来了”。

“很多大公司都会用这种题目刷人，但是
我真的很不明白，就像小学生做什么一边注
水一边放水的应用题一样，就算我搞清楚了
题目中甲乙丙丁谁说了真话谁是罪犯，那和
我们将来可能要面对的工作有什么关系
呢？”

和小施一样困惑的还有南京某高校的小
王：“现在不管是什么公司的笔试，动不动就
出这种题目，就连保研考试都不能幸免，真的
靠这个就能选出他们想要的人才么？”

不过也有网友反驳，考试的目的只是测
试做题者的思维，并不需要去探求每一道题
的意义。 据《中国青年报》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