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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

2 月 23 日，安徽省淮北市古城路小学的小学生在赏花灯。 万善朝/视觉中国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 洋
实习生 王萧然 罗 婕

“学生都已放假离校的幼儿园、学校，以及

节假日休市的证券管理部门，还一刀切地安排人

员值班，以应付检查，不但浪费了人力、物力、

财力，还催生了把值班当成谋取加班费的手段等

不 良 现 象 。” 春 节 前 夕 ， 人 民 网 的 领 导 留 言 板

上，有网友吐槽节假日期间，一些单位的强制加

班过于形式主义。

“唯时长论加班”“领导不走我不走”的形式

主义加班，让职场青年颇为困惑。无意义的加班

要求、表演出的敬业，畸形的加班文化让工作变

了味儿，还导致一些原本工作效率高、能力强的

年轻人身心俱疲，影响个人生活。

有一种加班叫“灯光为领导而亮”

晚上 9 点，郭荣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看到部门

主任办公室的灯熄灭，他才站起身来，关上发烫的

电脑。走出单位大门时，他感到很疲惫。明明朝九

晚五可以完成的工作，却忙活到这个点儿。

去年 3 月，郭荣入职成都一家事业单位。到

单位的第一天，部门的组长就向他明确了上下班

“规矩”：早上最迟 8 点半必须到办公室，中午不

到 12 点不能去吃饭，下班的原则是“领导不说

下班不能走”。

“领导不说下班不能走”让以前极少加班的

郭荣有些难以接受。对这个明确的指令，初来乍

到的郭荣只能默默遵守。他每天准时上班，在岗

位上完成工作任务。眼看快到了下班的点儿，即

便手头上没啥事了，郭荣也不敢从自己的工位上

挪开半步，直到看到组长的“眼色”，才开始收

拾东西，结束一天的工作。此外，部门主任还经

常在快下班时让大家去开会，看见已经完成任务

“无所事事”的员工还会临时布置任务。

“没有指令就不能下班 ”，渐渐地，郭荣感

到力不从心。有老同事悄悄给他“支招”：白天

上班就随意点，快到下班时间再开始工作，“反

正又走不了，领导看你在忙，可能会少给你安

排工作。”

当主任和组长不在时，单位里的“老油条”

们，便堂而皇之地在工作时间掏出手机，看起了

新闻、聊起了天，漫不经心地工作。临近下班，

才放下手机认真工作起来。当领导经过时，就能

看见员工眼盯屏幕、手敲键盘的情景。本来在正

常上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事情，这样一来，需要

加班加点才能交差了。

福州的金融从业者李念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

了两年，虽然公司没有强制加班，他却常常看到

隔壁部门的两三名同事，在白天上班打完卡后，

跑去一旁的休息室喝茶、聊天、玩手游，故意拖

延到快下班才开始在岗位上忙活起来——只因为

主管快下班时会经过办公室。

主管曾在开会时暗示李念所在的部门，自己

看上下班打卡的记录时，发现隔壁部门的某个同

事经常主动加班。虽然领导没有直接夸赞，但李念

心里明白，这无异于“公开表扬”加班的同事。与此

同时他也清楚，这些同事不过是伪装成努力加班

的样子，在主管面前表现一番，博个好印象。其实

他们往往在主管走后不久，就自行离开公司，看似

“敬业”的背后，拼的不过是演技。

记者搜索发现，“形式主义加班”的相关话

题 曾 多 次 冲 上 热 搜 ， 引 发 众 多 网 友 参 与 讨 论 。

不少人对“怎样拒绝形式主义加班”感到困惑

和苦恼。

看似“敬业”的背后是奋斗变了味

卢佳华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他认为

形式主义加班的流行背后主要有几个因素。

“我所在的互联网行业有很多公司都流行加班

文 化 ， 有 的 还 美 其 名 曰 ‘ 奋 斗 者 文 化 ’， 如 果 老

板 觉 得 你 加 班 多 ， 你 就 是 工 作 态 度 好 ， 有 潜 力、

值得去培养；如果你不加班，就不是奋斗者，就

不 招 老 板 的 待 见 。” 卢 佳 华 说 ， 一 些 私 营 企 业 的

老板并没有形成现代的管理理念，总觉得员工是

自己花钱雇来的，员工越是加班，他越觉得这钱

花得值。这就变相鼓励了一些员工，无论有没有

必 要 的 工 作 ， 都 会 努 力 在 老 板 面 前 表 演 “ 摸 鱼

式”加班。有的公司经营不善，员工拼命加班的场

景可以缓解老板的焦虑。

卢佳华在工作中遇到的另一种情况是，有的人

在该工作时效率低下，下班后不得不花时间完成任

务，长此以往，养成了加班习惯，还能给不了解实

情的领导留下勤奋肯干的印象。有一次，一个和卢

佳华共事的项目经理，每天早上 8 点准时来上班，

给组员分配好任务后，便去公司的茶水间喝咖啡或

是找隔壁组的项目经理聊天，白天经常对着电脑屏

幕发呆，或是压根儿找不到人。一到接近下班时

间，他便开始兴奋，拉着全组的同事跟他一起开

会、做项目分析，加完班还会发个披星戴月回家的

状态到朋友圈。公司开会时，高层领导经常表扬这

个项目经理很努力。

“公司的风气好不好，关键看领导。这种人明

明自己带团队能力不行，还强制下面人加班，他不

走下面人就不能走，你要是按时下班，就会被找谈

话。”卢佳华说，遇到这种人，要么自认倒霉跟着

一起加班，要么就只能选择跳槽走人。

在李念看来，如果一家单位出现了鼓励形式主

义加班的文化，会给那些原本工作能力强，效率高

的员工带来不公平的负面影响。如果上班时间注意

力集中，按时完成任务不跟着加班，久而久之，大

家就会觉得你活儿少，领导也会不停地分更多的活

儿给你，造成你永远都很忙很忙的状态。“长期这

样，你觉得该认真工作，还是跟着一起磨洋工？”

李念问道。

谨防形式主义加班影响青年职业
价值观

一家媒体曾在微博上发起过“你觉得‘形式

主 义 加 班 ’ 有 必 要 吗 ？” 的 在 线 调 查 。 在 参 与 投

票 的 3712 名 网 友 中 ， 有 87.5%的 人 认 为 “ 形 式 主

义 加 班 ” 没 有 必 要 ， 只 要 高 效 完 成 工 作 就 好 了 ；

5.9%的 人 担 心 不 加 班 领 导 会 看 不 到 自 己 的 努 力 ；

只有 4.3%的人认为“形式主义加班”可以营造奋

斗氛围。

对于任何企业和单位而言，“形式主义加班”

的本质在于“作秀”，而非“加班”，这种现象延长

了员工的工作时间，压缩了员工的休息时间。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测评分会理事、中华

人力资源研究会理事吴凡认为，如果一家单位形成

形式主义加班的文化，会让员工养成投机取巧的习

惯，敬业奉献者的积极性被打击，个人尤其是刚入

职的年轻人的职业价值观会受到不良影响。

在吴凡看来，形式主义加班现象的存在，说明

这家单位的绩效管理制度没有真真正正激励到个

人。她认为管理者要具备辨识的能力，有的人上班

工作非常高效，同样的工作量半天就做完了，剩下

半天可以闲一点；有的人加班两天都做不完同样的

活儿，就不能让后者拉着前者走，要通过考核制度

对形式主义加班加以约束。

吴凡从个人和集体两个层面对如何避免工作中

的形式主义给出建议：工作者在入职前应对企业或

单位的文化有所了解，如是否有加班文化或形式主

义加班的情况存在；其次要坚持正确的职业价值

观，不要投机取巧、察言观色。

也有的人工作不是很忙，但因为同部门其他小

组都在加班，老板为了让大家心态平衡一点，强制

要求所有人都加班，遇到这种无法拒绝的情况该怎

么办呢？人力资源主管陈磊表示，可以把没有实质

性工作的加班时间，变成自己的学习时间，给自己

充充电，通常领导看到你在学习，又没有影响正常

工作的进度是不会干涉的。

“ 靠 ‘ 演 技 ’ 加 班 的 员 工 ， 可 能 会 获 得 短 期

的赏识与利益，时间长了，总会有‘翻车’的时

候 。” 山 东 青 岛 一 家 外 企 的 资 深 HR 叶 一 林 说 ，

工 作 中 耍 滑 的 小 聪 明 ， 做 给 领 导 看 或 做 给 同 事

看，一两次的表现也许会得到大家好的评价，但

时间一长这种歪心思总会被其他人发现。事实证

明，踏踏实实地工作奋斗，才是在职场上获胜的

法宝。

（应采访对象要求，郭荣、李念、卢佳华为化名）

“形式主义加班”害了谁 □ 王姗姗

“ 食 不 言 ， 寝 不
语 ”“ 不 要 被 手 机 绑
架”，小时候，父亲总
在我耳边叨咕的话，如
今倒了过来，成为我对
父亲不满时常说的话。

过年期间，父亲常
常在饭桌上拿着手机回
完网友评论留言后，才
满足地重新拿起筷子。
除夕乘着酒兴，他作诗
一首。还没等我细品完
打油诗的意思，他竟然
已经拍了一段年夜饭的
视频，配上刚做完的打
油诗和一首永远不会出
现在我歌单里的歌曲，
上传到短视频账号上。
接下来又是回复评论、
等待点赞的循环。

让人头疼的是，他
每点开一次评论或点赞
消息，视频就会自动播
放一次，我的耳朵就要
再一次受到“土味”配
乐的冲击。

“友友”是父亲给
其短视频账号 1637 个
粉丝的昵称。父亲每次
用他蹩脚的普通话说出
这个有点矫情的叠字词
语时，我就浑身不自
在。

父亲“陷入”短视
频平台已有一年半时
间，这是我从其账号发
布第一条短视频作品的
时间推算出来的。185
条 作 品 ， 4.2 万 获 赞
数，平均每条视频点赞
评论数不低于 300，这
是他一年半来“兢兢业
业”的成果。父亲说，
这些粉丝量已经达到了
平台开橱窗带货的标
准，但他并不想用这种
方式赚钱。

其实，我是这个平
台最早一批用户，但几
年来，粉丝仅有 30 多
个。因为不太喜欢这种
风格，也就“羞于”把
账号告诉同学同事。

我点开了父亲几个“友友”的视频账号，发现了
他们的作品有几个共性：对口型唱歌，歌曲极具年代
感，常不带表情地自拍，配文内容多为抒发人生感
慨，配文和视频关联性低，夸张的美颜特效。

我不能想象曾经半天不干活儿就不舒服的勤快
人，如今可以戴着老花镜坐在沙发上连刷好几个小
时手机，仔仔细细地审阅每一条留言并一一回复，
礼尚往来地回赞“友友”们。

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眼中现在有些“不务
正业”的父亲竟成了亲戚们公认的“红人”，甚至

“红”到了十几公里外的村子。春节期间，小姨、
姨父、叔叔，邻居长辈，都向我夸奖父亲拍短视频
有水平。

我的家乡在中南部省份的农村，从工作的一线
城市回来过春节，有驾照但平时不开车的我计划是
多练练，这让我得以在家乡好好转了转。曾经的泥
土路变成了宽敞平整的水泥路或柏油路，新房子越
建越高，乡村振兴中的家乡更美了。但走进村子一
看，却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许多和父亲差不
多年纪的人都在刷着短视频，天气暖和时他们常常
坐在自家门前，有对着手机笑得合不拢嘴的，有跟
着视频模仿拍摄的⋯⋯很多手机音量大得震耳。

半年前，70 多岁的姑姑开始使用智能手机，
表哥给她下载并注册了几款短视频 App。很难想
象，曾经固定电话接打都不熟练的姑姑，在短短半
年时间里，点赞、分享短视频成了她每日必做之
事。

一两年前，我还常和同学感慨，老一代会被以
移动互联为代表的新技术抛弃，不曾想他们拐了个
弯，一下子就跑到了前面。奇妙的是，原本有些凋
敝的乡土中国，竟然在“短视频”里重新复苏。

父亲通过短视频“认识”了许多喜爱诗词的同
龄“友友”，他们互相品鉴各自的诗文，有时还会
为了某个用词、平仄用法而争论不休。

在短视频平台访问通讯录和定位功能的叠加
下，父亲不仅联系上很多年没见的朋友、同学，还
找到了一些只是听说过名字的远亲。这些中老年群
体靠着短视频拓宽了社交。甚至，父亲还通过短视
频认识了其他村子一位寻根续族谱的“友友”，继
而与更多的同姓宗亲相识，还将了解到的姓氏信息
转发给叔伯兄弟们，兴致勃勃地讨论续族谱事宜。

近几年，我所在的媒体正经历融媒转型，从报
纸平面向新媒体融合发展，生产优质短视频是转型
的一项重要内容，经常有各种视频拍摄制作培训课
程。没想到在农村的长辈们，却早已把短视频玩出
了新花样。

相关研究报告也透视出中老年人“刷”短视频
比年轻人还上瘾这一现象。一项有关银发经济的报
告显示，银发人群 （50 岁以上） 移动活跃设备用
户规模超过1亿，看短视频成为中老年人最主要的
娱乐方式之一。

在农村，像我一样去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比比
皆是，平时陪伴父母的也许正是这些短视频平台的

“友友”们。我突然想起，父亲曾让我将他写的打
油诗整理成文档打印出来，由于工作忙，我迟迟没
能执行。和青春期曾经沉迷于手机的我们不一样，
父亲许是因为孤独，才“陷入”短视频之中。

虽然担心父亲会因为刷短视频入迷影响正常生
活，或入坑养生健康等“问题短视频”，但我也没
能说出“卸载”短视频App之类的话，只是吓唬他
看太多无脑的短视频容易得老年痴呆。

想想也有些无奈，农村生活条件好了，但是基
本没有公共娱乐设施，县城两个电影院连续多年在
春节期间处于抢不上票的状态，这些身体还很健康
的中老年人，他们更无处消遣。这是道难题，不知
怎么时候可以解开。

我的父老乡亲深深

﹃
陷入

﹄
短视频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若一

一个念头曾在何安脑子里不断出现：如果自

己的眼睛再大一点点，鼻子再挺一点点，生活会

不会和现在有所不同？

25 岁的他脸庞略显圆润，他对自己的单眼

皮感到沮丧，“只要能改善一点也是好的”。几番

考虑，他走进了手术室。

变美，无论对于男性还是女性，都颇具吸引

力。一份报告显示，男性在变美这件事上更舍得

花钱，平均客单价是女性的 2.75 倍。

他们打玻尿酸、割双眼皮、补救发际线，提

起美容方面的专业用词头头是道，丝毫不逊色于

女性。男性逐渐支撑起了医美市场。这些爱美的

男人们相信，俊美的脸庞能给自己带来好运，无论

是事业还是爱情。

让“微调”擦去不自信

何安前往医院做双眼皮手术那天，他没有告诉

任何人。像往常一样，他穿着宽松的运动衫，锁好

公寓门，挤进地铁。一路上他不停地翻看网络上的

双眼皮手术案例，想象着每种褶皱与自己眼睛结合

的样子。

医院门口的人不多，但何安还是停下来环顾了

四周，才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见到医生，他直截

了当地告诉对方自己想要自然款的双眼皮，要做埋

线的手术，医生和他简单交代了几句，就让护士带

着他去准备手术。

何安躺上了手术台，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

道。医生给他的眼部打了少量麻药，他的意识仍然

清醒，看见医生举着银色器具向他走来。何安忐忑

地闭上眼，酒精的味道充斥了他的鼻腔，“没有什

么特殊的感觉，只是感觉有东西在眼睛上移动”。

手 术 持 续 了 15 分 钟 。 何 安 从 手 术 台 上 坐 起

来，他即刻拥有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双眼皮。

之后，何安对着镜子时，不再沮丧了，多年的

不自信仿佛突然之间被一块橡皮擦抹去。

虽然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品牌化妆品选择男性明

星代言，也有男明星大方对外承认自己曾经做过

“微调”。但被“微调”后的何安还是有些忐忑。

一个星期后，朋友见到他都说，何安变精神

了。他小心翼翼地交代了实情，令他意外的是朋友

们对于在脸上动刀并不抵触，甚至有人说自己也做

过医美，还给他提出了更多变美的建议。何安心中

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何安也很庆幸，自己没有成为某个医疗事故

新闻的主角。毕竟在他看来在脸上动刀这件事并

不是闹着玩的，最近他又在网上查看玻尿酸和瘦

脸 针 的 介 绍 ， 想 让 自 己 变 得 更 精 致 一 些 ，“ 在 这

个 看 颜 值 的 时 代 ， 谁 都 想 变美一点，包括我们男

的也一样嘛”。

让发际线“挽留”住岁月

男性对美的追求不仅停留在大眼睛、高鼻梁的

层面上，守住头顶的乌丝也成了美丽的必修课——

植发成为男青年最热衷的医美项目之一。

在很多人心中，一头浓密乌黑的头发是与年轻

美貌画等号的。

与女性相比，男性对植发的需求更大，中国

健 康 促 进 与 教 育 协 会 公 布 的 《中 国 脱 发 人 群 调

查》 显 示 ， 平 均 每 6 个 中 国 人 中 就 有 1 个 人 有 脱

发症状。我国男性脱发人数约 1.3 亿，男性脱发率

近 20%。

80 后陈志文的植发决定发生在一个夏天的午

后。那天阳光正好，他与朋友相约一同吃饭，闲聊

之中，朋友的一句话击中了他的内心。

“都 10 年了，挣到了钱，头发却没了。”朋友

顿了顿说道，“挣了钱也收拾一下自己吧。”

他当即拿起手机开始查询项目信息，并在第二

天直奔医院，做了术前检查。第三天，他躺上了手

术台。

其实陈志文的脱发情况并不十分严重，只是

和 10 年前相比发际线向后移了大约 1 厘米。朋友

都说是他做生意操心的结果，他也不否认。这些

年来他开了自己的公司，从最开始的几人发展到

如今的几百人，事业蒸蒸日上，在北京买了套大

房子，但总是觉得房子太大有些孤独。他想，自

己该有个家。

寻找另一半，精神面貌要好，这是陈志文下定

决心做植发的主要原因。对于手术他看得很轻松，

“就是后脑勺的头发拔出来插到前面”。

两周后，他卸掉了头上的白纱布，朋友再次约

他吃饭时他戴着帽子，一方面是因为术后要保护头

皮防止感染，另一方面刚长出来的绒毛有些发红，

与原来的头发颜色差别较大，不太好看。一根头发

15 元，整台手术一共花了 4 万多元，发际线保卫战

就这样告一段落。

术后的他，依旧在断断续续地服用雌性激素，

医生还交代他不能吃辣，要注意生活健康。现如今

他更加在意自己的身体和形象，坚持爬山、游泳、

骑单车，不喝饮料，不酗酒，宣告要把年轻的自己

找回来。

“我要梳个大背头。”摘下帽子，陈志文自信

满满地说。发际线给他带来了什么，陈志文其实

不太能说得出，不过，他还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

另一半。

“入坑”须谨慎

越来越多的中国男性开始注重自己的外表，从

护肤到化妆，到医美。但目前还没形成针对男性的

完善服务市场。

打开一些医美的 App，菜单栏里大多选项以整

形部位为引导，如眼部、鼻部、胸部。平台上的产

品反馈区也大多是由女性求美者分享的“医美日

记”。

相比女性消费群体，男性并不擅长与身边人交

流，也大多不热衷于在“事前”向他人寻求意见和

帮助。同时就消费决策来说，男性求美者也更倾向

于快速作出决定。

这让男性在通往变美之路的途中更容易“踩

雷”。

90 后吴凯一度认为男人在脸上花心思是“娘

娘腔”的表现，虽然这几年在荧屏“小鲜肉”的影

响下他也开始考虑如何能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一

些，但他依旧对医美保持着观望的态度。

“毕竟是在脸上动刀子的事，万一做坏了是很

难恢复原貌的。”网络是吴凯了解各种医美项目的

主要途径，面对新闻里层出不穷的医疗事故报道，

他压制住了自己蠢蠢欲动的心。

吴凯曾经因为肤色较深考虑过“美白针”等医

美项目，但市场上关于美白的医美项目介绍令他眼

花缭乱，价格也忽高忽低，从几千元到几万元的差

距令他摸不着头脑。最终经过一番了解后，他打了

退堂鼓。

种 种 疑 惑 与 担 心 存 在 于 很 多 男 性 求 美 者 心

中，在持续升温的医美市场中，不合法合规经营

的 现 象 与 之 相 生 相 伴 。 艾 瑞 咨 询 发 布 的 《2020
年 中 国 医 疗 美 容 行 业 洞 察 白 皮 书》 显 示 ， 2019
年 在 合 法 医 美 机 构 中 有 15% 的 机 构 存 在 超 范 围

经 营 的 现 象 ， 同 时 据 估 算 全 国 有 超 8 万 家 生 活

美 容 机 构 非 法 开 展 医 美 项 目 。 面 对 “ 专 业 医

生 ” 精 心 设 计 的 话 术 ， 求 美 心 切 的 男 性 顾 客 更

是难辨真伪。

但与此同时，男性对于医美的消费热情依旧高

涨。天猫数据显示，2020 年“双 11”期间，医美

医 疗 订 单 量 环 比 增 长 近 7 倍 ， 平 均 客 单 价 达 6300
元，成为最受欢迎的生活服务项目。其中有近三成

订单来自男性消费者。

吴凯依旧在持续关注医美项目，他想自己在拍

结婚照前大概会去做祛斑、割眼袋这类相对小型的

医美项目，“我也不想大动，能在原有的基础上略

有改善就够了，谁不想变好看一点呢”。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何安、陈志文、吴凯为
化名）

想办法变美的他们

漫画：程 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