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2 月 2

日，2024 年“株洲慈善行动——为特困群众送年货”

大型公益活动，送出了芦淞区第一批物资。当天，董

家塅街道、建设街道、庆云街道共计 127 名特困群众

收到了大礼包。

董家塅41名困难群众收到爱心大礼包

今年的活动，由株洲日报社、株洲市慈善总会联

手主办。慰问对象由市、区民政部门把关，每份爱心

年货包括2桶食用油、1袋大米、4包面条、300元现金。
送年货的第一站来到董家塅街道，家住南沿社

区南山村的凌先生是一名下岗职工，去年他被确诊
肺癌。高昂的医疗费让家庭雪上加霜，凌先生的老
婆退休后仍在外面打工，工资不高。家里还有一个
没有结婚的儿子。

活动现场，凌先生拿着爱心年货看了又看，眼里

藏不住的欢喜。“咱们合个影吧，谢谢株洲日报社、市

慈善总会和爱心人士对我们困难群众的关心。”街道

工作人员张罗着，大家排成一排，镜头咔嚓一声，记
录下温暖瞬间。

“别着急走，还有一袋大米没拿呢”“老人家，红
包要收好，可别掉了啊”……发放物资的时候，街道
工作人员都会耐心提醒前来领取年货的困难群众。

董家塅街道此次被慰问的困难群众共有 41 名，

是芦淞区人数最多的一个街道。街道工作人员介

绍，像凌先生这样的困难家庭不少。不过值得欣慰

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家各项政策的补充，这些

年需要帮助的困难家庭情况正在一步步转好。

为不方便的群众上门送年货

“谢谢你们，一直都记挂着我们，真的让我觉得

很温暖。”家住百井村南塘组的袁清花拿到爱心年货

后，连连感谢。

袁清花的儿子去世后，她与孙女相依为命。袁

清花患高血压、冠心病，尤其是糖尿病足脚趾溃烂已

无法行走，孙女在上学，家庭困难。袁清花对街道工

作人员说，日子虽然苦一些，但生活需要乐观面对，

她相信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2 月 2 日 一 早 ，建 设 街 道 的 工 作 人 员 赶 到 了

物 资 发 放 点 。 谈 起 街 道 的 情 况 ，工 作 人 员 介 绍 ，

街 道 的 困 难 户 多 数 是 遭 遇 工 厂 破 产 或 改 制 的 工

人 ，许 多 人 仍 住 在 非 常 老 旧 的 房 子 里 。“ 为 爱 心

超 市 送 年 货 ”活 动 能 给 他 们 送 去 物 资 ，让 人 感 觉

很温暖。

为了将物资拉回困难户家，不少社区负责人各

显神通，有的自己开着车来，有的发动社区工作人员

和亲友来帮忙。在枫溪街道，由于有部分困难户路

途遥远，无法亲自来领物资，街道工作人员顾不上天

气寒冷，一直守在名单前。他说：“每一件物资对困

难户都很重要，不能有闪失。”

大米、食用油、面条在志愿者手中传递，127 份物

资很快就全部发放到位。

此外，送货员为了确保这些物资尽快送达，他们

不顾疲劳，迅速卸货、搬货。面对群众的关心，送货

员文先生笑着说：“没事，我们坚持一下，这样大家可

以尽快领到年货。”

石峰区109名困难群众收到爱心年货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2 月 1 日，在寒冷的冬日里，石峰区

清水塘街道、井龙街道、铜塘湾街道的

64 户困难群众却感受到浓浓的暖意。

当天，他们收到市慈善总会和爱心人士

提供的爱心年货。截至当日，石峰区

109份爱心年货已送达困难群众手中。

在铜塘湾街道，记者见到了 76 岁

的陶建云老人，丈夫去世多年，养女远

嫁，一年也回来不了几次。“丈夫走的时

候，女儿还在上小学。”丈夫的离世让她

的生活陷入困境，可她并没有放弃，与

女儿相依为命，努力维持着生活。收到

爱心年货后，陶建云激动地说：“感谢大

家，有政府和爱心人士的关心，我们的

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

爱心年货发放活动不仅受到居民

的热烈欢迎，也得到了街道工作人员的

认同与赞扬。在清水塘街道，工作人员

表示：“这不仅是一次物资的发放，更是

一次对居民心意的传递。对于那些生

活困难的居民来说，这样的年货不仅仅

是物质的帮助，更是对他们生活的关心

与支持。”

刘女士在收到年货时感动得红了眼

眶。她是井龙街道郭家塘村村民，身患

乳腺癌，家中 2个孩子需要抚养，一个在

读高中，一个在读小学，经济负担重，自

身也需要长期吃药维持身体。这份来自

社会的关爱，无疑给她带来了一些帮助。

“我们街道有许多需要关心的居

民，尤其是一些重病或困难家庭。这次

活动真正做到了雪中送炭，为他们带来

了希望和温暖。”井龙街道的负责人说，

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能够让更多的人

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传递爱心，让这个

世界变得更美好。

“老人家，红包收好，别掉了啊”
芦淞区127份爱心年货已送达特困群众手中

受助群众收到的爱心年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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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润物业认捐千元 关爱困难群众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这个冬日，湖南海润物业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简称“海润物业”）认捐千元

参与“送年货”。在 2月 1日的送年货活

动中，公司总经理鲁兰燕委托记者，将

米、油、面和慰问红包送到了石峰区铜

锣湾街道 2户困难群众的手中。

海润物业一直以来都积极参与公益

事业，用实际行动践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他们深知，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支

持，回馈社会是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

“想当面跟好心人说声‘谢谢’。”居

民李师傅确诊癌症，去年几次住院，儿子

还患有精神疾病，收到海润物业认捐的

年货后，他一定让记者转达自己的谢意。

2月3日上午，天元区临江社区20

户困难群众，领到了 300元现金红包

和米、油、面等过年物资，这些爱心年

货由株洲丰泰置业有限公司送出。丰

泰置业已经连续 12年参与“送年货”

公益活动，今年认捐 2 万元，已顺利

为天元区 40户特困群众送上爱心。

刘锡元，是一位离异的老人，身

患肺腺癌、糖尿病、左肾多发囊性病

变等疾病，无法从事体力劳动。生

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他唯一的儿子身

上。收到爱心年货后，刘锡元老人

激动地表示感谢。他说：“谢谢丰泰

置业，这些年货让我感受到了社会

的关爱和温暖。希望我的儿子能够

为社会作出贡献。”

为了便于群众领取物资，临江

社区不仅贴心地准备了手提袋，还

为行动不便的群众提供上门服务。

丰泰置业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

责任，为有需要的人们送去温暖和

关爱。丰泰置业负责人彭先生说：

“力量微薄，希望这份年货让困难群

众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关怀。”

丰泰置业为40户困难群众送温暖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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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明确“线上加班费”，是切

实站在打工人的角度考虑的，非常全

面贴心。但不少读者、网友仍对此表

示担忧。

“现在好多单位连周末双休都做

不到，怎么谈得上线上加班算加班？”

在天元区某食品企业上班的小颜表

示，当前许多企业连基本的休息日都

无法保证，更别提对线上工作时间的

认定和加班费的支付了。

线上加班该如何界定，也成了大家

热议的焦点。“难道老板下班时间问几

句话也算加班？也要加班费？”有网友

则提出疑问，认为线上加班的界定标准

模糊，容易引发争议。

更有人担忧，隐形加班维权在实

际操作中难以落实。“听听就算了！”

采访中，不少人认为，首次明确“线上

加班费”的原则，但在具体执行过程

中可能会遇到各种阻碍，导致政策形

同虚设。

举证责任的分配也是一个问题，律

师徐旭东说，“劳动者在家说写一篇文章

花了 5个小时，单位说 1小时就够了，那

这工作量怎么定？”

记者以“加班＋加班费＋微信”“加

班＋加班费＋钉钉”“加班＋劳动争

议＋微信＋互联网”“加班费＋在线＋

加班”为关键词在裁判文书网上检索相

关案例，看到不少案例中，判决不支持

赔偿加班费，原因包括劳动者提供的证

据不能直接证明系经用人单位安排加

班，未能证明劳动者所主张的存在连续

性、常态性加班情形。

最高法明确“线上加班”有加班费
有些网友：听听就算了！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文/图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加班费是指

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的，超过劳动

者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属于工

资的一种组成类型。

什么情况下单位要付加班费？这

与用人单位所实施的工时制度有关

系。工时制度有三种：标准工时制、不

定时工时制和综合工时制。

一般情况下，标准工时制中超过

正常工作时间的，用人单位应该支付

加班费。经批准实行不定时工作制

的企业不需要支付加班费，但是用人

单位在法定休假日安排职工工作，仍

然应当按照不低于本人工资标准的

300%支付加班费。经劳动行政部门

批准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其

综合计算工作时间超过法定标准工

作 时 间 的 部 分 ，应 视 为 延 长 工 作 时

间，并应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

工资。

“天下打工人苦加班久矣”，一句

戏谑背后包含着诸多无奈。智能设

备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使得“打工人”

的工作模式越来越灵活，工作量和工

作时间也随之增长。

数字时代，如何在追求高效与高

产的同时保护好劳动者，寻求工作和

生活平衡的“最大公约数”，政府、企业

和劳动者都需要参与进来，共同建立

一个健全的劳动者权益保障框架。

在周五午夜的宁静时刻，微信“嘀嘀”一响，小倩的心里顿时

一紧。

果真，是部门领导的询问：“怎么没有看企业微信？”如同追魂令，

小倩这一看，只能投入工作，原本属于周末的闲暇时光瞬间消失。

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居家办公、线上办公等新型工作方

式逐渐普及，“线上加班”成为许多行业的新常态。近日，最高法

明确了“线上加班”应支付劳动者加班费。

周五当天，小倩领导早上八点

多就在企业微信上布置了任务，见

账号里迟迟未显示“已读”，只好深

夜追击。小倩只能急忙道歉，并打

开电脑开始策划相关活动。

对于小倩来说，这已经不是第

一次在周末接到工作任务了。自从

毕业后进入这家公司，她几乎没有

一个完整、属于自己的周末了。“当

初面试时，告诉我工作可能会加班

到晚上七八点。”小倩说，入职后才

发现，这仅仅是指离开办公室的时

间，并不意味着工作的结束。

小倩在株洲美容行业工作，不

少活动都出现在周末，她只能被迫

延长工作时间。更让她无奈的是，

领导加班比普通员工还要狠，因为

她们的工资是靠绩效算的，数据差

会被辞退。在小倩的公司里，加班

费的概念更是不存在的。

“有段时间，我每次看到手机界

面上企业微信的标，我都感觉心一

紧。”小倩无奈地说。为了逃避工作

的侵扰，她甚至将企业微信设置为

静音模式，但这依然无法阻挡工作

消息的袭来。

随着新型通信工具的出现与更

新，传统的工作时间和地点限制被

打破。远程办公的盛行让更多人被

迫卷入“隐形加班”的漩涡。在这个

时代，真正的休息似乎已经成为了

一种奢侈。

面对隐形加班，如何找回属于

自己的周末？跟小倩相比，株洲青

年王苗的选择是：辞职。“离职那天，

我一口气删了 30 多个微信群。”王苗

说，每次开微信，似乎总是处在一种

“随时待命”的状态，让人倍感压力。

数字经济新型工作方式中，劳

动者又该如何维权？

1 月 25 日，最高人民法院、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

联合发布涉欠薪纠纷典型案例，其

中一起案例是这样的：李某于 2020

年 4 月入职某文化传媒公司，担任短

视频运营总监，但是 5 月 28 日，公司

以李某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

解除劳动关系。李某先申请劳动争

议仲裁，后提起诉讼，要求公司支付

延时加班费 19670.5 元、双休日加班

费 26331元等。

本 案 中 ，人 民 法 院 酌 情 确 定

公 司 支 付 延 时 加 班 费 1 万 元 ；根

据 微 信 内 容 等 确 定 李 某 存 在 三 天

休 息 日 到 岗 事 实 ，判 令 某 文 化 传

媒 公 司 支 付 休 息 日 加 班 工 资

5517.24 元。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称，人民法院在认定“线上加班”加

班费时，以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占用

其休息时间为认定标准，综合考虑

劳动者的加班频率、时长、工资标

准、工作内容等因素，酌情认定劳动

者的加班费。

涉欠薪纠纷典型案例，尽管这只

是司法裁决，而不是劳动法规，但最

高法此次明确“线上加班费”的原则，

还是很好地引导了劳动者和用工单

位之间的再平衡，无疑为劳动者提供

了一道坚实的“护城河”。

少数人选择了维权，更多的劳

动者默默地“隐形加班”。

小薇，一个曾经的新媒体编辑，

对加班有着切身的体会。她感叹：

“隐形加班，想说爱你真不容易。”有

时候，她上午就把稿件发给领导审

核，但临近下班时才收到修改建议，

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时间进行修改。

她曾试图通过社交媒体发泄情绪，

感叹这种隐形加班的无奈。

让小薇没有想到的是，即使在

新公司，加班的内容更加五花八门。

以释放工作压力、再燃工作斗

志为名的团建活动，没有绩效指标

也无需打卡但必须人到公司的节假

日 值 班 ，半 强 制 参 与 的 每 周 早 会

……这些看似与工作无关的内容，

却占据了她的休息时间，让她感到

窒息。

尽管如此，小薇还是选择了忍

耐。她意识到，在这个看似正常的公

司文化中，大家都是“过过嘴瘾”，真正

反抗的人并不多。

另一种“隐形加班”，源于企业

设立的做不完的绩效。温静，一名

努力刷绩效分的员工，早会上的责

备、钉钉群聊里的排名，让她时刻处

在紧张状态。为了那点可怜的绩效

分，她不得不加班到七八点，甚至开

始自掏腰包买咖啡提神。

在这场疲惫的追逐中，她自嘲

道：“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会给自己

买鞭子的驴了。”

记者采访时，不少人感慨，想回

到“车马很慢”的时候，工作和生活

的界限，清楚明了。

隐形加班 让周末“失踪”

最高法明确“线上加班费”

下不了的班 做不完的绩效

担忧 维权在实际操作中难以落实

记者的话

什么情况下单位要付加班费？知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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