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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小时之外“休而不息”

劳动者离线权如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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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友合伙 网暴伤企
“内鬼”摆拍视频敲诈“老东家”500万 8版

2022年，北京市某民营餐饮公司负责人

收到一个陌生人发来的视频，内容系伪造其餐

饮店后厨有食品安全问题。这一系列操作，都

是“内鬼”联合“网络水军”所为……

“宝阁”平台字画文玩传销“赌局”崩盘
10万余人入局 涉案超 44亿元 7版

随着文玩市场的逐渐升温，不法人员也趁

机而入，以“文玩竞拍”为噱头，编织起罪恶的

传销网络。近日，四川荣县公安捣毁一个以文

玩字画竞拍为幌子的新型网络传销组织。

“股神”李兆基：
从金铺神童到商界巨擘 3版

3月 17日，香港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宣布集团 97岁创办人李兆基辞世。曾被“香港

楼王”“亚洲首富”等诸多光辉的标签簇拥，这

位传奇一生的香江名人走到了人生的落幕。

“网络黄牛”盯上热门医院
警方揭秘背后伎俩 6版

不法分子盯上了知名医院的专家号，成都

警方近日侦破两起黄牛“抢号”案，抓获犯罪嫌

疑人 54名，查获 5款专门用于作案的“外挂”软

件，查明涉案金额 1300多万元。

时论珠玑

□彭飞

近日，某互联网企业高管女儿恶意“开
盒挂人”事件持续发酵，引发社会广泛关
注。值得注意的是，“开盒”这种新型网络暴
力违法行为，相比过去常见的“人肉搜索”
行为有过之而无不及。后者通常是利用网
络现有公开信息，挖掘并曝光个人信息，而
前者则是直接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他人信息
并直接公开。

从行为特点来看，“开盒挂人”逐渐呈现
出低成本、产业化、链条长等特征。从危害程
度来看，当事人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手机
号等核心隐私信息在网络空间被“拆封”后
公开传播，往往导致生活陷入失控窘境。

这起事件将“开盒”这一网络顽疾再次
推向了公共治理的聚光灯下，也暴露出数
字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严峻形势。在数字
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一张照片、一个定
位、一条言论都可能成为“开盒者”挖掘个
人隐私的线索。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境外
网站也已成为“开盒”信息的集散地，大量
国内公民的个人信息被非法收集和交易，
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

记者注意到，不久前奇安信发布的报告
显示，2024年全球公开报道的至少有 471.6
亿条数据泄露，较 2023年的 103.8亿条增长
354.3%。这一报告，给数据安全保护再次敲响
警钟，同时也对跨境数据违法行为的证据收
集、责任追究机制建设提出更高要求。

当前，我国法律对个人信息保护已有
明确规定。民法典将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
护纳入人格权编，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罪也有着非常清晰的界定。此外，网络安
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则共同
构建起了“三位一体”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
框架。这些法律规定为打击“开盒”行为提
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结合“开盒”呈现出的新特点、新形势，
根治这一顽疾仍需多管齐下。首先，执法部
门应当加大对“开盒”行为的打击力度，对违
法者依法严惩，形成有效震慑。其次，要进一
步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建立完善的个人
信息保护机制，及时发现和处置“开盒”行
为，最大限度消除行为危害性。再者，要进一
步加强国际执法合作，打击跨境个人信息非
法交易，切断“开盒”信息的传播链条。此外，
社会公众也要提高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谨慎
对待个人隐私信息的分享。
“开盒”事件再次折射出个人信息保护

是网络生态治理中需要久久为功的攻坚战。
该行为不仅侵犯个人隐私，更会破坏社会信
任基础，影响网民安全感。只有筑牢个人信
息保护的法治防线，才能确保数字技术在法
治轨道上健康发展，让人民群众在数字时代
享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作者系本报记者）

依法守护数字时代的

隐 私 底 线
网络一线牵，无时无处不工

作。记者采访发现，“隐形加班”日
益常态化，甚至成为“无偿加班”，
而“时刻在线”的状态更是挤占了
劳动者不少休息时间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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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规范化”到“高质量”

北京朝阳律协 2025年瞄准国际舞台，打造律师行业新标杆
□本报记者郭志萍

3月 22日上午，第四届北京市朝
阳区律师协会召开第三次新闻发布
会，正式宣布将 2025年确定为“行业高
质量发展年”。朝阳区律师协会会长班
子成员、监事长班子成员、秘书长、理
事、监事出席会议，中国新闻社、人民
网、法治网、法制文萃报等 8家新闻媒
体参加，会议由副会长李学辉主持。

党建引领方向，品牌凝聚力量。
会长刘光超回顾了 2024 年朝阳律协
的工作亮点，特别是在党建引领下，
协会全面推进“1+4+3”规范化建设指
引体系，助力社会治理与区域发展。

他强调：规范化是基石，高
质量是目标。2025 年朝阳
律协将继续巩固“规范化
提升年”行动成效，完善和
落实各项工作成果，以“品
牌”和“服务”为抓手，推动
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提
升律师队伍素质，增强国
际竞争力，践行社会责任，
努力打造“法治先锋 行业
典范 国际形象”的朝阳律
师品牌。

监督是保障，履职是责任。监事长
李华介绍了《朝阳区律师协会选任人
员履职规则》，明确了监督框架和履

职要求，通过考核奖惩制度激发履职
效能，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制
度保障。李华表示：“我们将严把任职

门槛，升级履职要求，构
建闭环监督机制，确保朝
阳律师行业行稳致远。”

高质量是目标，国际
化是未来。朝阳律协的此
次发布会不仅展示了行
业发展的宏伟蓝图，也向
外界传递了朝阳律师的
“好声音”。刘光超在回
答媒体提问时表示，朝阳
律协将继续讲好朝阳律
师故事，传递朝阳律师正

能量，将以更高的站位、更强的担当，
推动律师行业高质量发展，为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贡献法治力量。

总 编 辑：章兴成 总编辑助理：郭志萍 彭 飞

副总编辑：阮加文 新媒体主任：吴 灏

执行主编：马 霞 发行部主任：王建伟

无法从 8小时外的“随时呼叫”中逃离
高明（化名）在成都从事房产销售

已有 10年之久。关注市场动态、了解
最新房源信息、最大限度争取客户，成
为他工作生活的常态。尽管每周有两
天调休时间，但因工资提成主要源于
成交量，高明不得不在休息时间积极
回应客户需求。
“昨晚快 24点了，一名新客户在公

司平台咨询由我负责维护的房源。这
种情况肯定要认真回复，促成线下带
看房。”对这样的工作状态，高明习以
为常，“要促成买卖双方达成交易，只
能 24小时待命，在客户方便的时间及
时提供咨询服务。激烈竞争下，没人计
较工作以外的加班付出”。

难以从工作中“下线”的不仅是销
售工作，在一家传媒公司工作的张燕
（化名）也无法从 8 小时以外的“随时
呼叫”中逃离。
“麻烦把标红段落完善一下”“策

划案领导着急要，能否加个急”……在
下班回家路上、与朋友聚餐时，抑或休
假期间，这些信息都会瞬时把张燕从
下班时间调整至工作状态，“虽然苦
恼，但为保‘饭碗’，不得不服从”。

然而，不少企业似乎并未认识到 8
小时之外的“工作在线”已侵犯了休息
权和劳动报酬权。记者就线上“隐形加
班”问题采访了不同行业的多名人力资
源工作人员，得到的回答大同小异，“目
前还没碰到这方面问题”“核算加班要
走程序，线上情况还没研究过”……“很
明显，劳动者的离线休息权还未得到
正视。”四川伟旭律师事务所主任、最
高人民检察院民事案件咨询律师专家
组成员王恩慧告诉记者，企业借助数
字平台随时派发任务，严重违背劳动
法律保障劳动者劳逸结合的初衷，破
坏了劳动与生活的合理平衡。在职场
生态中，尽管“隐形加班”现象较为普

遍，但劳动者处于弱势，“一旦主张离
线休息权，很可能面临被孤立、晋升受
阻、考核刁难，大多数人会在趋利避害
中忍气吞声”。

“线上加班”举证困难，缺乏法律依据
2024年，发生在北京、上海的两起

劳动争议案件引发了对劳动者离线休
息权的讨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在认定“线上加班”加班费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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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案件则颇具戏剧
性，法院将“利用休息时间进行奶粉
推广的朋友圈被领导点赞”作为认定
加班依据，判决用人单位支付相应加
班费。
“这两起案件为后续法院处理类

似案件提供了参考，更是对劳动者如
何依法维权的重要提示。”王恩慧说，
多数情况下，企业打着 “灵活用工”
“团队紧急协作”的幌子，行无偿占用
劳动者休息时间之实。对劳动者而
言，举证“隐形加班”是维权的首道难
关，“劳动法律注重证据链条完整性，
但电子数据易受设备故障、软件更新
等因素干扰，如关键证据丢失导致举
证不能，合法诉求将难以得到支持”。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王蓓认为，
在司法路径上，劳动者离线休息维权

主要体现为“四大难”：难以证实安排
线上任务的人代表单位或单位领导意
志；难以证明符合加班审批程序；难以
证明存在实质性劳动；难以量化加班
时长。但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立法尚未
确立保护离线休息权的法律规定，劳
动者离线休息维权缺少法律支撑。而
传统的工时制度与休息休假制度无法
涵盖劳动者离线权益的保护。

记者了解到，劳动法、安全生产
法、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虽规定
了劳动者拒绝劳动的权利，但仅限于
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以及存在
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等情形，难以直接
适用于线上工作。根据劳动法，用人
单位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应
依法支付加班报酬。实践中，经过加
班审批的可认定为用人单位安排的
加班。但线上工作大多具有偶发性和
临时性，通常未经审批程序，难以符
合加班要件。

亟须构建系统化保障机制
“‘离线休息权’的提出和被广泛

关注，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有助于和
谐稳定劳动关系的构建。”四川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系教
授吴敏认为，应通过法律和政策手段
加以规范，明确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
的休息权，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离线休息权’入法有现实必要性和
紧迫性，同时亟须建立系统化的保障
机制。”

在吴敏看来，可以结合用人单位所
属行业和生产特点，通过制度创新和集
体协商等多种方式，区分特殊岗位工作
模式及应对紧急工作需要的情形等不
同情况，厘定线上线下工作时间的边
界。同时，用人单位应健全线上工作管
理制度，对线上加班和工时补偿细则作
出明确规定，并汇聚多部门力量，加大
对“隐形加班”行为的监管和处罚力
度，提高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
“技术辅助监管也不可或缺。”王

恩慧建议，鼓励科技企业研发适配劳
动监察的智能工具，如工时追踪
APP、电子证据保全软件。劳动者开启
软件后，自动区分工作、生活状态，精
准记录加班时长，为维权提供铁证。
监察部门也可借此远程监控企业用
工，及时发现违规，提升监管效能。

王蓓认为，充足的休息时间是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依法
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不仅有益于劳
动者的健康，也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建
立符合数字生产力特征的新型工作伦
理，对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阴 李娜
《工人日报》3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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