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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装上班”只是权宜之计，只是玩梗罢了，最终都要止步构想，坦诚回归现实热点 话题

“假装上班公司”走红
真正价值在于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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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聚焦

瞭望塔
□评论员 任思凝

有工位、网络、打印机、茶
水、卫生间等，只需30元，就可以
在这里“朝九晚五”待上一整
天。据封面新闻报道，近日，一
个名为“假装上班公司”的新概
念 在 社 交 媒 体 平 台 上 引 发 热
议。该公司以每天30元的费用，
为用户提供工位、网络及茶水等
基本办公设施，甚至是提供社保
代缴服务，营造出一个模拟的工
作环境，吸引了部分自由职业者
尝试。这引发了网友们关于社
会价值和法律风险的广泛讨论。

“假装去公司上班”的通常
有两类人：一类是自由职业者，
想要换个办公环境，提高自律；
另一类则是大学生及正在找工
作的人，想要提前体验上班的情
景，做好准备。有需求就有市
场，“付费上班”自然有其存在的
社会价值。

然而，此类服务公司本身存
在一定的法律风险。例如，若假
装上班人员增多且聚集，不可
避免会导致各种矛盾和纠纷，
服务公司需考虑如何管理，避
免非法经营。若服务公司利用
假装上班的场所，从事违法犯
罪活动或虚假宣传、欺诈等活
动，顾客需擦亮眼睛，避免上当
受骗，避免个人信息被泄露和
非法利用。此外，“假装上班公
司”无实习资质却公然给人开

具实习证明、不具有劳动关系
语境却能挂靠代缴社保，都与
法律背道而驰。

“共享”背后，依然是利益二
字。劳动非儿戏，我们需要监管
及时介入，打击乱象，避免非法
活动滋生；同时，也要正视多元
需求，增加公共学习资源和场
所，让人们能坐得住、沉下心。
唯有经过市场验证、符合商业逻
辑、有独特运营模式、有特色的
付费共享场所才能真正留存。

焦虑是现代社会的症候。“假
装上班”人的身影可能隐藏在城
市的各个角落，而他们需要时间
和空间去消解、去改变。相信大
多数人都清楚，“假装上班”只是
权宜之计，只是玩梗罢了，最终都
要止步构想，坦诚回归现实。

付费办公室不能真正成为生
活的避风港，但或许可以充当一
个暂时的休憩点，安全又安心，让
人们能卸下包袱，重新出发。
评论员 韩静

“49.9元 4张，88.8元 9张，10秒
内的视频49.9元，这些都包含定位，
如果照片买断是另外的价格。”据报
道，一位在纽约的留学生称，其客户
既有大网红，也有微商大户。如今定
位全球，只发不游的“定制游”朋友圈
仅需200元，深得老顾客喜欢。但上
百点赞背后，这些困囿于虚荣定位中
的人，除未曾体验所展示过的真实生
活外，在他们不曾注意到的角落里，
还蕴藏着极高的法律风险。

时至今日，朋友圈已成为展示
个人生活状态的主要平台，其附带
的定位坐标更是成为公众关注的焦
点。也正因如此，很多人敏锐地嗅

到其中商机，使得国外定位信息摇
身一变，成为明码标价的“商品”。

消费者付费购买朋友圈国外定
位，大多是为了塑造个人形象、打造
精致人设，以此满足自己的虚荣
心。其实，只要在一定限度内，这么
做也无可厚非。可是，过度追求“完
美”以及朋友圈评论和点赞带来的
满足感，极易让自己沉浸在“理想
化”的虚拟世界。长此以往，甚至逐
渐会分不清虚幻和真实，而当二者
之间差距越大时，心理落差自然也
会越大，实在得不偿失。

付费购买朋友圈国外定位，除
了“迎合”自己，也很容易“迷惑”其
他人，引发现实焦虑。试想，当你打
开朋友圈，被各种诗情画意的旅行
照片、浓情蜜意的情侣合照刷屏时，
是否会产生“仿佛每个人的生活都
很光鲜亮丽，只有自己被困囿于工
作压力、生活压力之中”的想法？

除为了满足虚荣心的消费者之
外，付费购买朋友圈定位的，还有代购
商——通过国外定位和免税店图片

获取客户信任，以证明所售商品是国
外正品，但实际上，这些代购售卖的商
品是假的。而无论是为了满足个人
需求，还是为了骗取他人钱财，都潜藏
诸多风险，甚至还可能上升到违法行
为。对此，买卖双方都应该慎之又慎，
切勿在不经意间触犯法律红线。

朋友圈定位，也与个人隐私息
息相关，除非有特别需要，还是不要
轻易发布定位。如今，网络发展迅
速，诈骗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看似
一个不起眼的细节，便可能会被别
有用心之人当成犯罪渠道，甚至会
助长黑灰产业链壮大。

缺乏真实性、生活性，公众自然
对朋友圈敬而远之。比如，将朋友
圈设置成仅三天可见、发布内容先
私密，24 小时后再公开……这是对

“精装”朋友圈、虚假人设的无声反
抗，要看懂、读懂其中“隐喻”。

朋友圈就应该回归原始目的——
分享、记录真实生活。精修照片、虚
假定位、客套评论……看似“完美”
无瑕，实则缺乏意义和价值。

定位在国外
“精装朋友圈”到底装了什么

北京青年报：
放下手机从年夜饭开始
是理性回归

家人团聚吃饭各自低头玩手机、父母
与孩子互动常被手机打断、面对面交流变
得稀缺且能力在退化……对此，浙江传媒
学院教授葛继宏一则“放下手机从年夜饭
开始”的建议，引发舆论广泛共鸣。

在手机深刻嵌入日常生活的当下，不
少人都患上了“手机依赖症”。哪怕就是
合家团圆的年夜饭，也有一些人沉迷于刷
手机，让节日氛围大打折扣。“放下手机从
年夜饭开始”犹如一面镜子，提醒人们要
自觉遏制过度依赖手机，防范这一行为对
日常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放下手机从
年夜饭开始”说到底是一种理性价值的回
归，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分人在这个
数字化时代，主动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保
持一定的自律意识。和手机保持适度的
距离，厘清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界限，
在数字化生活中保持独立性与自主性，需
要凝聚更多文化认同与价值追求，需要更
多的参与者与行动者。

新京报：
国羽球手解散粉丝群
让体育竞技少些喧嚣

抵制“饭圈”文化，国羽也动起来
了。据报道，1月11日开始，包括中国羽
毛球队官博，运动员王昶、梁伟铿、何济
霆、任翔宇、朱一珺，教练陈其遒、罗毅刚
等陆续解散粉丝群。

近年来，随着“饭圈”文化蔓延，国羽
选手梁王组合（梁伟铿与王昶组合）破圈
之后，就多多少少感受到了饭圈文化的
困扰。每次输球都要引发粉丝间的争
论——输球到底是谁的锅？甚至，两人
间任何交流细节都被拿到放大镜下进行

“解读”。此次中国羽毛球队的国手、教
练陆续解散粉丝群，就是对这种“饭圈”
文化不断在体育界蔓延的趋势表明抵制
态度。无论从羽毛球体育事业发展来
看，还是从促进运动员职业成长角度而
言，这一做法都是明智之举。当体育运
动员想低调一点儿、清静一点儿，不被

“饭圈”文化所左右，就能少些成名的烦
恼，让体育精神回归纯粹，也让体育世界
少些无谓的喧嚣和争吵。

南方都市报：
中国制造要升级
文化含量不可少

在推进制造强国建设进程中，制造
“硬实力”如何与文化“软实力”相互融合、
相得益彰，如何深挖中华文化精神内核，
赋予制造业产品温度和生命力？就此，广
东省政协委员张伟涛建议引导企业在产
品设计开发中植入更多中华文化内涵。

近年来，各方都在呼吁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理所当然涵盖更高的技术含
量、更高的品质、更深厚的品牌文化，归
根结底就在于挖掘更高的产品附加值。
而利用好文化元素，正是提高产品附加
值的重要手段。当消费者不仅对产品本
身感兴趣，而且还被其背后的文化所吸
引，那么消费者自然而然成为产品的“自
来水”。张伟涛建议以中华优秀文化涵
育制造业人才，优化高职院校专业课程
体系，将中国传统美学、中华文化修养等
课程列为必修科目。具体的探索可能还
有待深入研究，但中国制造要升级，文化
角色至关重要，这应该成为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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