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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来

因员工曝料被推到舆论风口，前有
华为，现在轮到了网易。

11月 24日，网易一个游戏策划在网
络上发布长文，自称在重病情况下被强
踢出门，其间部门主管与 HR 各种阴招
和威胁不断，意图绕过法律，“合法”地与
这个失去利用价值的员工撇清关系。

该事件旋即成为热点。网易于 25
日、26日两次作出公开说明，除了认定辞
退原因系该员工“绩效不合格”外，其关
于“N+1”的补偿也与员工本人所述大相
径庭。网易承认，处理过程中存在简单
粗暴、不近人情的诸多不妥行为。

实话实说，这几年，网易过得不易。
早年起家的几个门户网站，新浪抓住网
络社交平台的风口创建了微博，腾讯更
以微信实现弯道超车，只有搜狐和网易
波澜不惊。因此，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
对网易来说都是风声鹤唳。根据这个网
易员工的说法，网易迫于市场窘迫或粗
暴或阴谋裁人的手段，他早有耳闻，也正
是受益于前人的“教训”，他才得以与网
易周旋到现在。

市场遇冷，公司与员工相看两厌，分
手即可，但不可失去体面。网易这事说
起来很简单，就是双方在分手费上发生
分歧。然而，法律在这时候最容易被扭
曲，公司所有阴招损招口水说辞，核心都
围绕着“钱”字，终极目的就是绕过法律
逼员工就范。那些代表公司的业务主
管、HR 全没了岁月静好时的含情脉脉，
顿时变成冷若冰霜的两面人。这种现
象，绝不止网易一家。

从公共价值来说，除了企业要反省
这种桌底下踢腿的行为，其他议题如加

班补偿、过劳致病该不该算工伤等更值
得讨论。

IT 从业者，加班到凌晨两三点是常
态，至于996，那都不是事儿。然而，法律
不能对企业无休止地要求加班熟视无
睹，一方面要保证员工加班必须拿到补
偿，另一方面对加班时间要作上限。人
毕竟是肉长的，谁能禁得住无休止压榨？

另外，涉事员工患心脏病，与其长期
熬夜加班有无因果关系？至少有无加重
影响？如因果关系成立，算不算工伤？
这是个很值得讨论的公共话题。其他如
长期伏案工作，颈椎病算不算工伤等，想
必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鸣。

因此，我们关注公共事件，不仅要就
事论事关注其如何解决，更应关注其是
否具有示范意义。但现实总令人尴尬。

先是东哥抢镜，他表示“未来京东员
工只要在任职期间遭遇任何不幸，京东
都将负责其孩子到22岁的学习和生活费
用”。话是好话，但不写进员工合同里就
是蹭流量。接着，网易前高管、高调养了
12 个孩子的大 V 徐先生，披着公司马甲
出来喊话，愿为后辈小弟承担医疗费：50
万元起步，网民每转发他的微博一次，他
就多出 10 元钱，100 万元封顶。区块链
小王子孙宇晨自然少不了亮相的机会，
这个擅长炒作、拍下巴菲特天价午餐又
临时爽约的哥们在微博高调宣扬：看病
的钱我全出了。

这三位的确不差钱，若能保证事主
得到良好治疗，当然是好事。然而，携着
公司字号“仗义执言”，又难以摆脱“蹭热
点”“打广告”的嫌疑。与其 diss丁磊，不
如反省自身：自己员工的加班费发齐了
吗？员工有没有过劳现象？离职员工合
法补偿了吗？够数吗？

关注热点事件应有正确姿势

商家提供的赠品出现质量问题，是否适用“三包规定”？很多消费者对此并不了解。湖南省消
费者委员会11月26日发布2019年第5号“消费提示”强调：“赠品免费但不免责。” 新华社发

赠品免费但不免责

近日，据中国之声报道，吴
某欠徐先生 6000多万元不还，
经徐先生申请，江苏丹阳法院
作出限制出境决定。但这钱还
没还上，法院却提供了一份“双
方达成执行和解”、解除限制的
决定。徐先生都不知情，何谈

“和解”一说？对此，该法院相
关负责人表示，是承办人在办
案过程中制作文书时由系统自
动生成的。

法院文书是颇为严肃的，
历来管理严格，任何人电脑里
以及系统里都没有印章，难道

法院印章也会自动盖上？
这事自然让人怀疑：是否

有内部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
弊，违法出具了解除限制决
定？如今，当地纪检监察部门
已介入，希望早日查明真相，别
让“系统”背黑锅。 （吴元中）

什么系统BUG，能“自动生成文书”放老赖出境？

■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