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2月2日
本版编辑/张丽霄 美术编辑/刘晔11 纵览天下

事情是这样的。日本大阪

府知事吉村洋文11月27日宣

布，为减少公务人员加班时间，

2020 年冬大阪府将在包括大

阪府警、公立学校等公务部门

约 7600 名非管理岗位职员的

电脑内导入强行关机系统。

导入这种系统后，电脑将

在18时弹出“请迅速结束工作

并关闭电脑”的警告，并在 30

分钟后自动关机。

如果员工必须加班，需要

在16时30分左右提交加班申

请表。若未提交，电脑到时还

是会自动关机。

只有在特殊情况才会例外，

比如遇到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

时，政府会解除强制关机功能。

吉村洋文说，“期待大家能

高效工作，把能力发挥到最大”。

公务部门导入强行关机系统

日本加班文化盛行
“过劳死”问题严重

事实上，在日本，国家公务员普遍长时间劳动。
据报道，在日本政府内，经常加班、工作环境恶劣的部

门被敬而远之，难以吸引到有能力的人才。日本人事院
2017年度的年度报告（公务员白皮书）显示，2017年度国家
公务员综合职务考试的报名人数从2012年度的2万5110
人减少至2万3425人，倍率也有所下降。

虽然1947年日本制定的《劳动基准法》规定了一天8小
时、一周48小时的法定劳动时间，但与此同时存在《劳动基
准法》第36条中“如果雇佣方和被雇佣方之间达成协议，允
许超过上限”的条款。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加班文化支撑了日本经济的高速
增长。为此日本甚至受到国际社会的舆论指责：日本的经
济跃进是由过度劳动支撑的。

据报道，传统日本公司容易加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加班会带来幸福感。调查显示，超长时间加班的人主观

上的幸福感提高，加班超过60小时的人更容易感到幸福。如
果将超长时间劳动当做常态，就会涌现出“工作正在按照自己
的想法进行”的自信，会有一种“埋头工作”的投入状态。

公司呼吁加班。公司采用“以终身雇佣为前提录用你”
“期待你出人头地为公司带来效益”等激励方式，隐形呼吁员工
加班。日本职场素来有不以工作成果而以劳动时间评价员工
的倾向，因此很多员工即使在手头工作都做完的情况下，也会
为了“表明自己在努力”或“证明和公司的一体化”而加班。

不好意思不加班。对经常加班的职场的调查结果显
示，很多上班族选择加班是因为周围的人还在工作，自己一
个人不好意思下班。被同事之间形成的“不准点下班一直
忘我工作”及“在规定上班时间之前到岗”等不成文规定所
影响，久而久之养成了加班的习惯。

以加班费维持生计。调查发现，有60%上班族以加班费
补贴家用。这些上班族普遍仅靠基本工资无法维持日常生
活开销，不加班或减少加班就要改变生活方式，同时不得不
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长时间加班导致的过劳给上班族带来巨大精神压力，
而由于长时间劳动引起的疲劳和压力等原因而导致的“过
劳死”也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此前，关于“日本5年内368
起过劳死”的新闻也在微博上引发众多网友关注。

六点半电脑自动关机

日本大阪强制公务员下班

资讯

最近，一条“日本大阪强制公务员下班”的消息在微博圈刷

屏，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希望转老板阅知，有网友盼着国内推

广，也有冷静的网友指出工作并不会随着电脑“一关了之”。

不过，记者浏览共同社新

闻评论区后发现，对于政府的

“好心”，一些网友似乎并不买

账。

网友 cat*留言说，这样做

的结果只是增加了交表时间，

规定时间内无法完成的工作还

得带回家继续干。想对领导

说，真想减少加班的话，要么牺

牲工作品质要么允许延期……

网友Xen*留言说，与其强

行关闭员工电脑，不如改变繁

琐工作流程，比如每份文件需

要组长、科长、副主任、主任逐

一盖章签字的流程能不能电子

化，或者减少一些无聊的例会。

网友Hir*留言说，知事下

达这个命令之前，还是先对工

作量和工作质量做个调查，再

签一份削减加班时间的协议

吧。否则强关电脑也只是“有

名无实”。

就在本月，日本医疗法人

安享晚年社团旗下的一家专科

诊所在东京和大阪对500名20

岁-50岁的男性开展了有关工

作时间的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劳动方式改革

相关法案》实施后，53.8%被调

查者感觉工作不如此前顺手，

更有 50%认为工作压力增加，

这种感觉在30岁-40岁男性中

尤为强烈。

相较恐流于形式的“强制

关机”，更值得期待的也许是工

作方式的增效。

网友质疑强关电脑“有名无实”

据日媒报道，大阪府职员

每年加班时间约 100 万小时，

加班费总额约30亿日元（约合

2亿元人民币）。这样的“强制

下班”，看似能节约不少运营资

金，远远超过导入该新系统所

需费用 5000 万日元（约合 321

万元人民币）。

此次大阪府导入强制关机

系统，一方面为削减政府开支，

另一方面也是为推进《劳动方

式改革相关法案》落实。

2019 年 4 月 1 日，日本开

始阶段性实施《劳动方式改革

相关法案》，其中最受民众关注

的内容之一就是加班时间。

根据法案，员工加班时间

“原则上为每月 45 小时，全年

360小时”。若遇繁忙期，单月

不得超过 100 小时，全年不得

超过720小时。违反规定的企

业将受到处罚。

事实上，为缩短加班时间，

大阪府不断改革，如导入人工

智能系统自动生成会议记录

等。但8月以来台风等自然灾

害不断，加班队伍又开始增

员。于是，大阪府着手引入“强

制关机”制度，希望将改革进行

到底。

为削减开支和推进劳动改革

新闻背景

俄发生大巴坠桥事故
致41人死伤

据新华社电 一辆旅游大巴 1 日

在俄罗斯外贝加尔边疆区坠桥，目前已

造成19人死亡、22人受伤。中国驻伊

尔库茨克总领馆说，据俄方了解到的初

步情况，涉事旅游车上没有中国乘客。

据塔斯社援引俄紧急情况部的消

息报道，这辆从斯列坚斯克开往赤塔的

旅客大巴在通过一座距始发站约60公

里的桥梁时突然失控，冲断护栏坠落在

干枯的河床，事发时车上共有 44 人。

初步统计显示，事故已造成19人死亡、

22人受伤。

俄紧急情况部的消息说，当地紧急

情况部门出动了 30 人进行救援，并从

大巴中解救出部分被困人员。当地医

疗救助机构动用直升机运送伤员。

当地交警部门称，大巴失控原因为

车辆前轮爆胎。当地检察机关正在对

事故原因进行进一步调查。

日本加重惩处
开车用手机

12月1日开始，在日本驾驶机动车

时操作手机会受到更严厉惩处，罚款最

多增加3倍，即使没有引发危险仍然可

能坐牢。

经修订的道路交通法当天生效。

开车时接打手机、收发信息或看智能手

机显示屏等行为，即便没有引发危险，

罚款数额大幅提高：大型汽车、普通汽

车、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分别从 7000

日元、6000日元、6000日元和5000日元

（约合 450 元、385 元和 320 元人民币）

升至2.5万日元、1.8万日元、1.5万日元

和 1.2 万日元（1605 元、1188 元、963 元

和 770 元人民币）；扣分从 1 分变为 3

分；如果累犯，面临刑事处罚，从5万日

元（3210元人民币）以下罚金变为6个

月以下监禁或 10 万日元（6420 元人民

币）以下罚金。

如果引发危险，直接受到刑事处

罚，面临 1 年以下监禁或 30 万日元

（1.92万元人民币）以下罚金，刑期和数

额比旧规增加 7 个月和 25 万日元（1.6

万元人民币）；扣分从2分变为6分，暂

停驾驶资格。

新规同样禁止驾车人行驶途中注

视车载导航仪。

日本媒体报道，2018 年违反交通

法规的行为中，开车打手机排名第三，

仅次于超速和违法停车。

（新华社微特稿）

一年保鲜期苹果
美国上市

一种多汁脆甜、冷藏储存可保鲜一

年的苹果12月1日在美国上市。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这种苹果是名

为“蜜脆”和“创业”的两种苹果杂交的

结果。华盛顿州立大学农业专家1997

年开始培育这种苹果，培育成功后命名

为“宇宙脆”。

参与培育的凯特·埃文斯说：“它超

级脆、果肉较硬实、甜度适中、多汁。”另

外，“在冰箱冷藏条件下，可以轻松保鲜

10到12个月”。

华盛顿州种了 1200 多万棵“宇宙

脆”苹果树。苹果树栽种受许可证制度

严格限制，今后10年，只允许华盛顿州

农民种“宇宙脆”，他们不得去别的地方

种“宇宙脆”。

“宇宙脆”最初名为 WA38。培育

人员从深红色果皮上散布的小白点联

想到星空，因而改称它为“宇宙脆”。

苹果是美国销量第二大水果，仅次

于香蕉。（新华社微特稿）（综合新华社、齐鲁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