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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扫一扫，登录喜马拉雅。关注《大连晚报》收听有声专辑《实力热评》

综合广播FM103.3 《实力热评》（周一至周五11：00—12：00）

发消费券抵工资，
如此违法没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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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钱开工资用消费券抵工资，大家来说说这合适不？”据报道，1月4日，吉林长春一

名网友发视频吐槽，称自己辛苦工作3个月，结果换来一堆消费券。据发视频的员工介

绍，这样的消费券使用是有限定的，“只能去长春市重庆路活力城，不是都可以使用，还分

季节。”

精读 时间

背 景

再读《我与地坛》，终于明白人活着的意义

女生被高速“甩客”，顺风车安全出行靠什么

人工智能时代
信息安全的矛与盾 “3个月开的工资就是这些，这就是我累死累活

的结果，不是现金人民币而是消费券”，这一吐槽，更

让人感受到受害者的无奈和愤懑。

工资和消费券是不能画等号的。“工资应当以

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这是劳动法的

明确规定。消费券不是货币，发消费券抵工资，显

然违反劳动法。《工资支付暂行规定》规定，工资应

当以法定货币形式支付，不得以实物或有价证券等

其他形式替代货币支付工资。

面对法律法规的基本规定，涉事企业不可能不

知道发消费券抵工资是违法违规的，也不可能不知

道这样做是寒了员工的心。但是，它不仅堂而皇之

做了，而且一副你拿我没办法的倨傲模样。

报道中提到一个细节，涉事企业 2024 年 12 月

30日印发的一份《员工“消费券”使用细则》显示，本

次发放员工“消费券”可用于重庆路活力城Mall消

费，本使用细则执行至2025年12月31日，调整以即

时公告为准。最终解释权归涉事企业所有。明明

违法违规，还声称“最终解释权归涉事企业所有”，

如此霸道，谁惯的？

在这起案例中，吉林法律咨询热线工作人员表

示，用消费券开工资不合理不合法，员工有权拒

绝。工作人员同时建议，可以联系当地的劳动监察

大队，或者劳动仲裁部门投诉。

但说到底，对于消费券抵工资的乱象，当地相

关部门更有责任积极履职，主动出击，帮助受害者

维权。究其因，单靠受害者的微薄力量，难以撼动

“无法无天”的涉事企业。试想，如果没有媒体曝

光，如果受害者拒绝，是不是存在“连消费券也摸不

到”的可能？同时，发消费券抵工资，不仅伤害了受

害者的合法权益，还殃及了当地的营商环境。

更需看到，类似违法行为并非孤例。此前，江苏

某公司以积分发放代替工资，河南郑州某工程的工程

款被折算成购物卡下发。另据报道，还有服装厂用过

季衣服抵扣工资、白酒厂用滞销的白酒抵扣工资、房

地产商用房子抵扣工资等，无不引发质疑，备受诟病。

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发给劳动者本人，法律底

线不能践踏，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容侵犯。对此，

有关部门不妨加大监管力度，对那些侵害劳动者合

法权利的企业和个人予以惩处，以儆效尤。坚决维

护法律尊严，对不法分子依法亮剑，才能让守法者

得慰藉，让违法者存忌惮。 据光明网时评

据潇湘晨报报道，近日，一名 19
岁在校女大学生爆料称，自己在乘坐
嘀嗒出行顺风车时，被司机在高速路
上赶下车，脚踝也因司机拖拽受伤。

1 月 5 日，涉事平台发布情况说
明称，司机已被封号，并指出女孩“迟
到”，与司机就“高速费分摊”“绕路接
单”发生争执等。最新消息显示，1月
5日晚，涉事司机李某某已被天津蓟
州警方依法行拘。

此事在网上迅速发酵，除了谴责
顺风车司机不讲诚信，随意把客人扔
在高速公路上之外，当事女生也遭遇
网暴，诸如“赚钱女主播”“迟到十几
分钟”“砍价不满意”等，迅速占领评
论区，成为网暴者的主要话题。

循着时间线复盘整件事情，情由并
不复杂。此事起初不过是一起消费纠
纷：女生打顺风车迟到，然后与司机砍
价，达成一致后，司机又要去绕路搭载
别人……可以说，这些争执即便很激
烈，也完全可以协商解决。然而，当司
机在高速路上把女生连人带行李丢下，

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从费用争议演变
为安全事故了。

或许，涉事司机有自己不得不绕
路的苦衷，也有之前郁积已久的不
满。但这些均不是其半路弃客的理
由。这不仅违反了契约精神，也十分
危险，已经威胁到乘客及公共安全。

之所以要强调顺风车的安全性，
是因为其与快车、专车等网约车产品
形态有很大不同。在运营模式上，快
车、专车是专职司机通过平台接单，
提供点对点出行服务。而顺风车则
是基于互助和共享理念，车主在出行
途中顺路搭载乘客，以此分摊部分出
行成本。本质上，这是一种充分利用
闲置资源的互助经济模式。

这种运营模式的不同，决定了网
约车与顺风车在责任划分上的差
异。网约车服务中，若发生交通事
故，尤其是当平台对司机的选任、管
理或对车辆的维护等方面存在过错
时，平台很可能要与司机共同担责。

而顺风车发生事故，通常由车主或

事故中的其他责任主体承担责任——
除非，平台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存在明显过
错。但由于顺风车车主多是普通市民，这
也容易让责任划分变得敏感而棘手。

但无论如何，这起纠纷中，司机的
过错是十分明显的。根据道路交通安
全法规定，机动车在非紧急情况下不得
在高速公路行车道上停车。顺风车司
机与乘客发生争吵，完全可以下了高速
再离开车辆，或者诉诸平台等第三方来
解决，岂能在高速路上就把客人扔下？

此外，司机辱骂并强行拖拽乘客
的行为，也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相
关规定。从这些原因不难判断，此番
司机被依法行拘，实属必然。

当然，优质的顺风车出行环境，
离不开司乘双方的共同塑造。对司
机来说，每一段路程，都需要严格恪
守安全驾车习惯，文明出行；乘客也
要做好车辆核对，与司机相互尊重体
谅。任何一种新业态，只有大家恪守
法律和伦理的边界，才能行稳致远，
更健康，更安全。 据新京报快评

2010 年 12 月 31 日，史铁生于北京逝
世。距今为止，他已经辞世 14 年了。他
留下的《我与地坛》，每读一次，都会有不
同的感悟。

上学时读，我们为史铁生的命运而惋
惜，为他年纪轻轻就被永远禁锢在轮椅上
而哀叹；到了中年，经历了很多场生离死
别，才明白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原来还
藏着另一层深义。

史铁生在书中写道：“生命的意义就
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
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
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

他用一生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不

在于最终的结果，而在你经历的每一件
事、体验的每一秒。

这个过程，才是你这一生不可多得的
风景。

《我与地坛》中写道，史铁生上学的时
候，是学校里的顶尖学生。他体育特别好，
尤其擅长 80 米跨栏，还在此项上得过冠
军。他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名运动员。
结果，命运跟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在一次下乡活动中，他突遇暴雨和冰
雹，因为找不到躲雨的地方，他淋了一路。
回到家中，他就高烧不退，继而腰疼加重。
一年后，他下肢彻底瘫痪，从80米跨栏冠
军，变成了一个只能坐在轮椅上的废人。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史铁生万念俱
灰，一度想要赴死。万般绝望之际，史铁
生想到了写作，用笔杆代替自己的双腿。

他在笔下思考自己的人生，以旁观者
的角度，看待生命。

渐渐地，他明白了人要经历什么无可
避免，但人活着一天，就不能白活。

史铁生一生都在跟死亡打交道。他
在《我与地坛》中讲了自己的经历。

正值 21 岁大好年华时，他由于脊柱
裂并发症导致双腿瘫痪。30岁时，他又被
查出患有肾病。47岁时，他又被确诊为尿
毒症，只能靠着每周 3 次，每次四个半小
时的透析维持生命。这样的透析持续了

整整 12 年，到后来，他的动脉、静脉点隆
起成了蚯蚓状……

熟悉他的护士都说：“你的名字真没
取错，你的命比铁都硬。”

他的主治大夫虽看惯了生老病死，但
在史铁生面前还是不禁感叹道：“史铁生
之后，谈生是奢侈，谈死是矫情。”

在《我与地坛》的最后，史铁生说：但是
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

人活着的意义，我想就是不被苦难裹挟，
而是以通透的心态，允许和接纳一切发生。

唯有如此，生命里的酸甜苦辣，才会
成为最美的风景，装点我们的整个人生。

文每晚一卷书

昨天，我像往常一样打开手机上常用的一个浏览新
闻的App，就赫然收到了它给我准备的2024年度报告，里
面根据我平时的浏览情况清清楚楚地记录着2024的前
11个月我在这个APP上花费的时间，阅读的喜好，哪一
天待得最久，哪一天睡得最晚，浏览最多的是哪个博主
……在感慨大数据如此简单、清晰地将一个人一年的阅
读浏览呈现出来时，似乎又有一种莫名的惊慌袭来：这些
我至亲至爱的人恐怕都不了解的信息，就这么被AI获取
了，还大张旗鼓地做成了年报，那还有什么是这些隐藏在
手机、电脑、App背后的那些AI不知道的呢？

通过浏览、点赞、收藏、下单、购买……这些互联网痕
迹，来勾勒了解你的喜好、消费习惯、购买能力，这只是人
工智能、数据抓取在普通人身边最简单的应用罢了。从
1956年“人工智能”一词第一次出现在达特茅斯会议上，
至今近70年的时光已经过去。人工智能早已来到了移
动互联、大数据、超算、万物互联为技术基石的信息时
代。在算法和算力的驱动下，这项曾经只在科幻电影里
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技术，终于化茧成蝶。当年，阿尔法狗
在围棋领域颠覆性的胜利，如今看来，不过只是人工智能
在人脑算力面前的小试牛刀而已。

两个月前，荣耀CEO赵明在新品手机发布会上对手
机YOYO助理说了一句指令，“帮我点2000杯喝的，适合
现在喝的”，便成功通过手机AI系统自动下单2000杯瑞幸
咖啡，送给了现场的观众。这种被赵明称作“手机自动驾
驶”的功能，让现场的很多观众瞠目结舌。而早在发布会
的半个月前，赵明在和周鸿祎的直播中就演示过用AI点
咖啡，YOYO助理一系列模拟人来完成操作手机App点
单、结算的功能，让周鸿祎在现场直呼“太可怕了”。就在
几乎同时，智谱也发布了相似的AI助理工具AutoGLM，
在手机上只需接收简单的文字或指令，它就可以理解用
户意图，并模仿人类规划任务、使用工具、软件执行任
务。跟YOYO一样，用户在此过程里，无需明确任务具
体实现路径，但最终的决策权还在用户手里。没错，很多
人跟周鸿祎一样，在被AI的自动操作功能深深震撼的同
时，也有一份担心：这样的操作对我们自己的信息安全和
支付安全来说会不会有点“风险”？而在这背后，风险可
能更多地存在于AI是如何获得手机App里的各种相关数
据的，照片视频是不是也会同步被获取？AI是否会在我们
不知道的角落，通过对抗性机器学习技术，调取甚至更改
数据，威胁个人、机构甚至国家的信息、网络安全？

我们正站在又一次技术大变革时代的路口。今年
《南方周末》的2025新年献词，主题就是我们再也无法
忽视、逃避的人工智能：“生成式AI快速迭代，人机对话
上演‘物我两忘’；诺贝尔奖连番垂青AI，机器人被注入

‘灵魂’；俄乌的战场上、加沙的瓦砾里，AI系统在搜寻
血肉之躯；预测蛋白质和基因结构，AI模型又助力人类

‘长命百岁’。”一年前还被人们惊叹的生成式AI ，已经
迭代出代理式AI……这个时代，我们如何在AI技术快
速迭代与信息安全之间处理好“矛”与“盾”的博弈？这
个问题，在技术疯狂生长的时代，似乎没有标准答案，
但一定需要每一个参与者、使用者的认真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