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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说纷纭热点聚焦

职工有话

炒作“月薪过万”是贩卖焦虑的陷阱

每种职业选择都有必然的承担

从“月薪过万很简单”到“月薪过万

招工难”,再从“我是如何三个月实现月薪

过万的”到“上亿资产只能算精英中

产”……置身于网络,仿佛到处都是有钱

人,而你我似乎成为被时代剩下的一群

人。

伴随着互联网传播速度的加快,类似

的焦虑陷阱屡屡刺激着人们脆弱的神

经。从网络新近流行的热词“月薪过万”,

到前段时间炒作的买表就要“绿水鬼”和

“车厘子自由”,都以具象的收入和消费水

平为标签,把人按收入多少粗暴地划为三

六九等。如果经常关注此类话题,就会自

觉不自觉地掉进某些人设定好的话题性

焦虑陷阱。

看到这些刺激眼球的话题陷阱,如果

从国情出发冷静地思考一下,与身旁的亲

朋好友、同学同事认真交流一下,就能发

现“月薪过万”并非普遍现象。腾讯理财

通等机构新近发布的《2019 国人工资报

告》显示:即便收入最高的上海和北京,月

薪过万者比例也仅为三成,且集中于互联

网、房地产和金融等行业。虽然这一数

字,未必能全面反映收入情况,但也从侧

面说明,多数人的收入并没有那么高。

数据证据清晰明了,为何“月薪过万”

等话题依然能够轻易戳中民众敏感的神

经呢？

首当其冲的原因,是个别媒体尤其是

自媒体,总在使用“贩卖焦虑”的套路。这

些人为了赚取流量打赏和广告收入,枉顾

社会基本事实,生造一些概念吸引眼球。

将“贩卖焦虑”做成了一门生意。在这些

人的价值观里,似乎只有有钱才是人生赢

家,只有炫富才是生活的意义。衡量人生

成功与否的唯一坐标系,就是赚钱的多少。

不容否认的是,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

的存在,似乎也给人带来一种错觉:很多人

似乎经常在吃吃吃、买买买,要么就是到处

旅游晒太阳,而自己好像只有上班下班、拿

着微薄的工资照顾家庭……两相比较,不

免加剧包括焦虑在内的各种负面情绪。

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开支高企,再

加上工作和生活中的各种压力,让普通民

众感受到不少负面情绪。因此,部分民众

心态变得浮躁,看到这类噱头十足的文

章、言论,可能根本不会去思考其真实性,

只会盲目跟风转发。

诸多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让这些概

念陷阱,越来越有市场,也让人们的焦虑

情绪陷入了不断放大的恶性循环。

在焦虑情绪的支使下,不少人容易只

看到事物的一面。比如只看到月薪过万

者的收入,却忽视了他们背后所付出的努

力:无休止的加班、挤地铁倒公交拖着疲

惫的身躯深夜回到家；再比如只看到朋

友圈里出去“潇洒”的场景,却不知道这可

能是他们攒了很久的假期和积蓄换来的,

发朋友圈的前一晚他们也可能在办公室

里辛苦加班……

事实上,“月薪过万”缺乏准确的指向

意义。在房价、物价、工作压力、生活节奏

均不等的情况下,一线城市月薪过万带来

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不一定比县城几

千元月收入的高。当前我国的发展还不

平衡不充分,因此,不顾地区、城乡差异的

比较,会影响人们对现实的判断,进而产生

错误的消费观乃至丧失奋斗的方向。

收入向来是个敏感问题,随着社会发

展、消费升级,“月薪过万”这类概念陷阱以

后还会被人再次拿出来利用。在众声喧哗

的时代,尤其需要警惕这类生造概念贩卖焦

虑的套路。须知,简单跟别人攀比没有意

义,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白靖利）

让工作成为
人生出彩的舞台

近年来，电子商务和物流业的快速发

展，给消费者带来了很大便利。其背后是数

以百万计快递从业者的走街串巷、辛苦配

送。正因如此，一些地方的快递小哥因业绩

优异而获得当地“青年五四奖章”。

在个人价值实现路径多样化的今天，无

论做什么行业，要想实现人生“出彩”，除了

要靠辛勤劳动，还需要精益求精、尽善尽美

的“匠心”追求。据悉，在获奖的快递员中，

有人曾通过市场调研，了解到快递业务中存

在的短板与不足，并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

有的人“想客户所想，急客户所急”，用贴心

细致的服务赢得了客户的信任。正因如此，

快递小哥们在日常的繁忙工作中坚持奋斗，

让看似不起眼的快递行业成为人生出彩的

舞台。 （余幸）

“整理师”走红
带来诸多启示

花 2000 元请人上门整理家里的衣橱，

您能接受吗？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对家庭收

纳整理日渐重视，整理师也在市场上走红。

与家政服务不同，整理师不是简单地收拾房

间，而是要通过规划去梳理家中需要哪些物

品，以方便使用。

近些年，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递增，就

业压力一年比一年大。如今，社会分工越来

越精细，许多新行当层出不穷，社会对各类

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影响了许多大学生

原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对不少求职

者而言，从事甚至创造出一个既适合自己又

适应市场的新行当也并非难事。

青年人选择职业，如何实现个人价值、

超越平凡，“整理师”走红有启示意义。对每

个劳动者而言，只要热爱生活，勤奋努力，又

善于发现，有创新思维，不局限于传统意义

上的工作和职位，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实际

上无处不在。 （钱夙伟）

“扒”隐私式面试要不得

眼下正值求职旺季，很多求职者表示在

面试时经常被问及个人隐私，虽不想回答，

但为了找工作又不得不说。有媒体近日调

查发现，不少求职者感觉在找工作时完全没

有个人隐私可言，很多企业没有“边界意识”

“问得没边儿”。

“扒”隐私式面试对求职者十分不公平，

这容易加重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的主观

判断成分，有可能演变成就业歧视。此前有

关部门曾专门出台规定，要求禁止招聘环节

中的就业性别歧视，不得询问妇女婚育状

况，不得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不

得将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件。

“扒”隐私式面试屡禁不止，说明现实中

确实有一些企业的招聘行为需要进一步规

范，用人单位亟待树立“边界意识”，从工作能

力上考量求职者，不应向求职者提出与工作

无关的问题。如果偏离了面试的关注点，就

难以招聘到真正适合企业的人才。（何勇海）

5月1日，湖南长沙大三女生瓜瓜发微

博称自己前一天夜里在殡仪馆点了单外卖，

外卖员送餐时在陵园附近迷路被吓到崩溃。

此事在网上引发了诸多讨论，殡仪馆

这类的特殊地点，外卖小哥要不要拒送？

会不会引起模仿，故意在殡仪馆点餐戏弄

外卖员？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用户

利益是置第一位的，会尽全力满足用户需

求，但也希望不要故意为难小哥。

应该说，即便送餐地点是殡仪馆，小哥

可能忌讳或是畏惧，却没有拒绝的理由，因

为这项工作是开放性的，并没有限定条

件。正如出租车不能随便拒载，不能以路

程远近或是否方便到达来取舍客人，外卖

员对送餐对象也没有选择余地。如果因为

送餐地点是殡仪馆就放弃，其实是一种职

业歧视，照顾了自己的心理感受，对殡葬行

业的从业者却有失公平，没有一视同仁当

客户对待。正如外卖小哥所纠结过的那

样，对方是个女生都不怕，自己怎能胆小

呢，还是硬着头皮坚持送单。

这位女生当时和同学在山顶的殡仪

馆拍摄纪录片作业，晚上肚子饿了才叫外

卖。对她来说，是正常的工作与点餐行

为，外卖小哥的胆怯，反过来提醒大家要

正确认识殡葬行业，消除先入为主的偏

见。对殡葬行业的工作人员来说，何尝没

有不被人理解的苦衷：请客没人愿来，握

手被人拒绝，也不能随便给人拜年。这个

行业为逝者服务，崇高而神圣，工作的特

殊性让他们经常沉浸在告别的悲伤中，心

情抑郁，也是个需要关爱的群体。

送餐到殡仪馆被吓到崩溃，只能说，

每个职业都有着逃不脱的承担，都有相伴

的艰辛与委屈：记者不能选择采访现场，

环卫工不能选择寒暑，消防员不能选择火

场，医生不能选择疾病……工作没有轻重

之分，岗位没有优劣之别，所有行业与劳

动者，都有着一样的光荣与伟大，也都有

着咬牙承受危难的时候，要在身体与心理

上经受极限的考验，没有谁比谁更有资格

矫情。有时候，哪里有危险有困难，还偏

要往前冲，诸如救险救灾，应对疫情，根本

就没有退缩的余地与空间。

想起另外一则有关外卖小哥的故事：

半夜冒雨将外卖送到客户地址，却联系不

上，委屈不已，后来收到客户信息：因为工

作太累太困，睡过去了。外卖小哥顿时心

软了，谁都辛苦啊。谁还在半夜点餐，还

不是加班加点拼命干活给饿的。

没有一项工作是轻松的，要不要送餐

到殡仪馆，根本就不是个问题，既然选择了

外卖行业，就只有风雨无阻，在所不辞。没

有不理解小哥的意思，这事恰恰说明每个

行业都要得到理解与尊重，理解自己工作

的内涵，也理解他人的工作，这样也能少一

些委屈，多一些积极承担。 （余人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