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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十点，工作群消息提示音响个不停
□ 本报记者 周宵鹏 李雯

　　河北省沧州市是京杭大运河流经里程最长的城市，蕴含丰富的地理和

人文特色。大运河在沧州境内流经8个县（市、区），是沧州的母亲河、民心河、

幸福河。

  近年来，沧州检察机关始终把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作为重要

职责使命，围绕大运河公益保护加强新时代法律监督工作，充分发挥公益诉

讼检察职能，推动大运河生态和文化遗产保护，努力擦亮千年运河“金名

片”，绘就一幅“检察蓝”与河畅岸绿、水清民乐、景美文兴交相辉映的履职画

卷。如今，运河两岸文化璀璨，沿线城镇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大运

河已成为沧州最具魅力的生态名片和文化印记。

  “今年是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一直以来，我们扎实推进大运河公益

保护，不断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彰显检察作为，以坚定的检察履职让千年

古运河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沧州市人民检察院代检察长杜运彩近日接受

《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加强内外协作构筑法治屏障

　　建立协同保护机制，是推进检察工作现代化、提高法律监督效能的重要

举措，沧州市检察院坚持在健全内外协作中构筑大运河公益诉讼保护法治

屏障。

　　对内与民事、行政、案管等部门建立横向协作的一体化办案机制；指导

沿运河8县（市、区）检察院建立京杭大运河（沧州段）公益诉讼检察协作机

制；与省内沿运河四市建立京杭大运河（河北段）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协作配

合机制，指导东光县人民检察院牵头建立冀鲁两省三市八县区河流生态环

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联动协作机制。

　　对外加强与行政机关的聚力攻坚，与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办公室共同

出台协作机制。指导泊头市人民检察院与当地行政部门建立大运河生态资

源保护和文化带建设协作机制。在全省首创设立驻河（湖）长办检察联络室，

推行“河湖长+检察长”“林长+检察长”协作治水护林新模式。

　　2024年不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10周年，也是大运河被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0周年。河水汤汤，如今大运河所讲述的故事中，也有

京津冀检察机关同向发力携手共护的身影。

　　2023年11月，京津冀三地检察机关签署《关于建立大运河（京津冀段）综

合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的实施意见》，以检察机关跨区域协同履职推

动大运河系统治理；2024年9月，京津冀鲁四省市九地检察机关齐聚，共商以

公益诉讼检察履职服务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大计。

坚持保护优先生态综合治理

  “感谢检察机关给我们这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我们一定积极配合补植复

绿工作，把树种回来。”任某说。

  此前，任某等人在没有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砍伐了运河沿岸59棵榆

树。运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依法提出补植复绿的生态修复方式，尽可能降

低对大运河沿岸生态环境的损害。

  绿色是大运河的底色。近年来，沧州检察机关持续推进运河沿线生态综

合治理，注重生态空间保护修复，凸显大运河沧州段原生风貌，打造水清岸

绿景美的生态长廊。

  运河区检察院强化大气污染防治综合治理，督促整改8000立方米的

裸露土方，推动“燕赵山海·公益检察”见真章；东光县检察院通过向属

地乡镇政府制发检察建议，督促清理倒栽树木2500余棵，有效保护大运

河生态环境及河道安全；泊头市检察院聚焦大运河生态环境和资源保

护，对大运河沿岸烧烤摊点脏乱差且污染大气环境问题进行监督，守护

秀美运河。

  通过持续亮招，沧州检察机关用行动交出完美答卷。全市检察机关

秉持生态保护优先原则，持续推动大运河河道治理管护和生态环境修

复，5年来，共办理相关案件75件，督促相关部门拆除违建27200平方米，

清除垃圾4127吨，治理周边环境42200平方米，助力实现大运河河畅、水

清、岸绿。

加强文物保护推动文化传承

  谢家坝位于东光县连镇镇，系灰土加糯米浆逐层夯筑而成，是南运河河

北段仅存的两处夯土坝之一，也是沧州段运河唯一一处世界文化遗产点。谢

家坝如今处处如画、步步皆景的背后，是沧州检察机关通力保护的结果。

　　2021年3月，沧州市检察院接到案件线索称，谢家坝未设立文物保护标识，坝体出现多处裂缝，坝

底杂草丛生，面临被破坏的严重威胁。对此，该院通过“听证会+审前磋商”的方式，督促相关行政机关

加强谢家坝生态环境保护和文物保护。该案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评为检察机关大运河公益诉讼保护典

型案例。

　　澜阳书院位于大运河沿岸，始建于清康熙年间，为河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吴桥县人民检察院发

现该书院本体年久失修，多处漏雨，且与一小学共用大院，不利于文物保护，遂向相关部门发出检察建

议，督促加强对书院的抢救性保护。同时，协助争取文物保护资金287万元，用于书院修缮。

　　新华区人民检察院针对省级文保单位清真北大寺消防设施安全隐患问题，组织召开专项协调会，

督促加强文物消防安全监管；青县人民检察院督促职能部门对马厂炮台、青县铁路给水所、胡白庄夯

土坝等开展修缮，对周边环境进行综合整治，让运河文化遗产“活”起来……从现场踏查、问题核查，到

举行听证会、监督修复，沧州检察机关始终奋战在文物保护一线。

　　相较于物质文化遗产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更多体现在技艺与文化的传承中。近年来，沧

州检察机关充分利用法律监督职能，积极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特别是在保护非遗产品和

知识产权等方面加大力度，为非遗文化、非遗经济发展提供更加全面的司法保障，让优秀的历史文化

更加夺目光彩。

回应群众期盼守护民生福祉

　　沧州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沧州检察机关立足职能，以多领域监督办案回应群众所期所盼，以

实实在在的公益保护成效推动“幸福运河、幸福沧州”建设。

　　沧州市检察院在大运河公园等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开展法律宣讲、

现场答疑解惑等方式，鼓励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大运河公益保护工作。同时，沧州大运河沿线检察机关

以“燕赵山海·公益检察”食药领域专项监督为契机，持续加大办案力度，为健康沧州保驾护航。

　　青县是有机果蔬种植大县，现代农业发展突飞猛进，是名副其实的京津“菜篮子”。此前，青县人民

检察院发现辖区内部分耕地、大棚附近存在大量农药包装废弃物。对此，该院向相关行政部门制发检

察建议，相关问题得到及时有效整治。

　　沧县素以“中国金丝小枣之乡”美誉闻名中外，红枣干果加工产业已成为富民兴县的支柱产业。前

不久，沧县人民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红枣干果商品存在无证生产、食品保鲜保质相关材料不合格、销

售假冒注册商标等食品安全问题。随后，该院向市场监管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并督促多部门联合开展

红枣干果产业专项整治活动，切实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运河区检察院推动南川老街、百狮园等公共场所高标准建设母婴室，健全母婴室运行管理制度；

东光县检察院明确外卖平台的食品安全管理责任，守护百姓网络餐饮安全；南皮县人民检察院对乡村

小作坊小餐饮没有按照规定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等问题进行监督，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如今的大运河，生态与人文竞秀，一泓清水绘就了千年狮城的生态底色。沧州检察机关将继续为

沧州大运河“保驾护航”，共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护秀美燕赵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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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引入离线权减少“隐形加班”保障数字时代劳动者休息权

□ 本报记者   赵丽

□ 本报实习生 陈颖 

  在四川成都某影视公司工作的郑婷，随身携带电脑

已成为职业习惯———“比如晚上正在和朋友一起吃晚

饭，手机收到这样的信息‘表格里面标注的地方麻烦补

充一下，按照上面的格式……’”每当这时，她就会条件

反射般地立即放下筷子回复消息，“发消息来的也是打

工人，他们也在加班”。

  下班后还经常需要处理工作的何止郑婷一人。今年

12月初，某知名母婴品牌创始人发布视频称自己已退出

公司所有员工群，原因在于他对员工周末不响应的工作

态度极度不满。此事再次引发网友对离线休息权的广泛

讨论。

  有全国政协委员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提交《关于保障

劳动者离线休息权的提案》称，“离线休息权”指劳动者在

法定或约定工作时间之外，拒绝通过数字工具进行工作联

络或处理工作事宜的权利，建议将离线休息权入法，减少

劳动者出现“休而不息”的情况，从而更好地保障劳动者合

法权益。

  有受访专家建议，有必要引入离线权，规定用人单位

特定时间段不可以联系劳动者，但也不应当极端化，如下

班后偶然的、应对紧急工作需要的联系不应当被全然

禁止。

隐形加班成为常态

随时在线处理工作

  当拖着疲惫的身躯下班回到家，在某金融机构工作的

李娜本想享受片刻的宁静，可直到晚上10点，工作群里的

消息提示音依旧响个不停。

  “每天要在群里汇报当天的工作进展，联系了多少个

客户等。如果不及时回复消息，就会被点名批评‘擅离岗

位’。”李娜说，“24小时待命”的紧迫感让她感到身心俱疲。

  郑婷也深有同感。“我的工作时间是朝九晚五，但我发

现从去年开始，经常会在非工作时间接到上级或是同事的

工作安排。”郑婷说，这样的情况越来越频繁，每周至少一

两次，有时需要立即完成，有时回复“收到”后第二天再到

单位处理。如果遇到比较紧急的情况但又没及时在工作群

里回复，领导就会马上打电话来质问：“你怎么没关注群里

的消息？”

  有一次周末，郑婷带着家人逛公园，眼看手机马上就

要没电了，她着急地四处寻找租借充电宝的地方，“手机1

分钟都不敢关机”。

  在广东某互联网大厂做产品运营的赵凯告诉记者，最

痛苦的不是经常工作到深夜，而是回到家都零点了，部门

领导还在工作群里发消息安排任务，提醒大家没有完成的

工作任务和明天一早就要提交的材料。

  “我工作这么久从来不敢关机，因为下班后部门领导

随时会打来电话，你说下班和加班还有什么区别？！”赵凯

吐槽道。

  要求手机24小时开机，工作群里的消息必须及时回复，

晚上开会……《法治日报》记者近日采访北京、河北、广东等

地各行各业20多位劳动者发现，其中有15位人存在结束工作

时间并离开工作场所后在线上进行“隐形加班”的情况，而

且他们并未得到任何形式的补偿，如加班费、补假等。

  记者注意到，“隐形加班”已经是不少上班族的生活常

态。“最讨厌非工作时间发消息来布置工作”“回个电话是

浪费不了多少时间，但是会破坏一整个周末的好心情”“24

小时为工作待命，却从来没人提过加班费的事”……社交

平台上，各种与“隐形加班”有关的吐槽刷了屏。

  采访中，也有劳动者表示，数字时代，企业一些特殊的

工作岗位，以及面对紧急情况时，劳动者理应在线及时处

置工作。

  从事广告经营工作的陈女士说，自己的工作没有上下

班之分，因为需要对接很多部门和客户，大家的时间又凑

不到一起，只能利用下班时间沟通，每天回家路上都要回

电话、回消息。身边的朋友早已习惯她带着电脑吃饭，常常

吃到一半，发现她正埋头打字。

  在数字经济的驱动下，许多行业的工作模式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在IT、金融、媒体等领域，远程办公、

弹性工作时间已形成共识，不少网友表示：“像医生、老师、

警察等职业，怎么可能完全做到‘离线休息’，我们还是要

区分不同情况”。

界定标准尚未明晰

认定举证存在困难

  “我听过‘隐形加班’，也听过离线休息权，但在我们这

种单位，下班时间处理工作事宜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在杭

州一家医疗器械企业工作的张先生说，上周在下班路上，

就接到了3个工作通知，分别是第二天要交的报告一定要

按时拿出来，临时安排第二天一早有个会议要参加，以及

上级领导想了解一项工作的内容，需要他马上汇报该项工

作的进度。

  “如果我以加班为由要加班费或其他补偿，领导就会

告诉我，这本来就是我应做的工作，不算加班。”张先生说。

  对此，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范围认

为，加班应当是在工作时间之外并且是为了用人单位利

益，以及受单位安排处理相关工作事务。下班之后基于老

板或者客户通过社交媒体布置工作任务符合加班的构成

要件，应该属于加班。

  记者梳理发现，司法实践中，一些相关案例的判决显

示不支持赔偿加班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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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性加班情形等。也有受访者表示其不敢

维权或维权难的主要原因为举证难和认定难。

  “下班后接了老板或客户的电话是否属于工作，在多

大程度上应当计入工作量，这些目前都是不清晰的。”中国

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沈建峰说，“事实上，

不是所有的‘线上办公’都算加班，若仅在社交群里作简单

沟通，具有偶发性和临时性，未影响劳动者生活休息，则不

应认定为加班”。

  怎样确定“隐形加班”的工作时长也需斟酌。沈建

峰说，考虑到劳动者通过社交软件进行加班的“工作状

态”难以把握，用人单位不能实时进行监督，而且劳动

者在“隐形加班”的过程中也可以进行其他生活活动的

特点，如果直接将聊天记录体现的某个时间段或者某一

天的时间全部认定为加班时间，对用人单位而言有失

公平。

  在范围看来，对“隐形加班”存在举证和认定难，主要

原因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难以证明社交媒体安排工作人员与单位的同一

性，即加班是按照单位要求在延长的工作时间段完成工作

任务，劳动者需要证明工作任务是单位安排，而通过社交

媒体布置工作任务的人员是否为单位领导或者代表单位

领导面临举证困难；

  二是难以证明符合单位规定的加班要件，用人单位通

常通过规章制度等明确加班需要经过审批等程序，“隐形

加班”的情形下，劳动者加班通常未经过审批流程；

  三是某些情形下难以证明基于安排完成相关工作，比

如单位通过语音等方式让劳动者完成相关工作，劳动者要

举证是基于单位安排，而非主动，存在一定困难；

  四是难以证明工作时间抑或延长工作时间加班。劳动

者仅依据社交媒体记录，难以区分是工作时间还是延长工

作时间，因此，其还需举证单位的工作时间安排。

  在受访专家看来，数字时代的劳动问题具体怎样认

定、怎么举证等需要在未来的案件办理中不断完善。

  “可以由最高审判机关联合人社、财政等部门制定司

法政策，尤其是通过发布典型案例、指导性案例等界定数

字时代加班的认定要件。”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教授、社会法研究所所长娄宇说。

逐步探索总结经验

谨慎入法完善制度

  “且不说在当前实践中，拒绝加班已是难上加难，对自

己职业发展和与领导的关系影响，对职业的责任感以及加

班费的诱惑等都会成为劳动者无法拒绝加班的原因，更何

况在线发来工作任务即使拒绝承担，其本身已经构成对劳

动者休息和生活的干扰了。”沈建峰认为，为此，有必要引

入离线权，规定用人单位特定时间段不可以联系劳动者。

  沈建峰表示，离线权并不是简单的加班拒绝权。我国

现行法律规定，用人单位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

长工作时间，据此劳动者已有拒绝加班的权利。离线权是

针对数字时代劳动者随时可及带来的问题，而提出的不被

联系和打扰的权利。它是一种数字时代休息领域升级版的

保护措施。按照离线权的逻辑，离线不只是拒绝加班，而是

不被打扰；不是劳动者可以拒绝下班后在线安排的工作，

而是用人单位的联系行为本身就是违反法律规定，它是一

种在工厂围墙消失之后，用法律之手再度切割工作和生活

的制度安排。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张丽云也提出，离线权的引

入其实是将劳动者的劳动权和休息权放到了最重要的位

置。8小时之外的工作时间可以拒接劳动安排的电话和拒

绝线上安排，且不能因此追究劳动者责任。尽管我国的法

律制度并未提及“离线权”，但是制度上对于加班的最长时

间是有限定的，也是对劳动者基本休息权的保障。

  娄宇的看法则有所不同：“加班是一个协议行为，需

要劳资双方协商一致。保持时刻在线也不意味着必须接

受来自用人单位的加班安排，没有必要将‘离线’权利

化。可以通过司法实践和发布司法政策的方式，将社交

媒体时代加班的认定条件进行合理的改造，适应当下的

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受访专家提出，单位可能的确存在24

小时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需要或弹性工作制的情况，针

对离线休息这一需要平衡用人单位需求与劳动者权益

保护的复杂问题，是直接以立法的形式加以规定，还是

先采用指导案例、规范性文件等模式先行探索，不断总

结经验，待未来成熟时再转化为立法，今后还需作进一

步探讨。从比较法上来看，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美

国以及欧盟采用不同的规范方式，我国也需要探索适应中

国国情的应对模式。

  “离线权作为一种刚性的切割工作和休息的措施也

不应当极端化。一方面，如同现代社会几乎所有劳动者

工作期间都可能使用通信软件处理私事一样，下班后偶

然的、应对紧急工作需要的联系并不应当被全然禁止。”

沈建峰说，另一方面，离线权设置的绝对不被打扰的时

间，不应是下班后的全部16小时，而可能是连续的11小时

或者9小时。这两方面的调试是适用数字时代生活方式的

需要，也是离线权制度设计的难点所在，在今后的制度

设计中应重点考虑。

漫画/李晓军  

  前几天，一则“朋友圈被领导点赞成认定加班证据”的新闻冲上热搜榜，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据报道，一员工在休息日推广公司产品，发朋

友圈后获得领导点赞，后该员工被公司解雇，以此证明自己之前存在加班，主张公司支付加班费获法院支持。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劳动者权益保护呈现出新的特点，各种“隐形加班”如“人不在工位，活还在身上”“24小时不敢关机，随时接工作任

务”“下班回到家还得参加线上培训”等饱受诟病。

  “隐形加班”是否属于加班，如何界定？劳动者下班后的“离线休息权”（也称“离线权”）该如何保障？对此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