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到一年毕业季，一批又一批新人步
入职场，开启全新人生。包括他们在内的
Z世代（1995—2010年出生），正逐渐成长
为职场的中坚力量。然而，据全球人力资
源机构最新发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
41%的员工宁可失业也不忍工作煎熬，这
一比例在Z世代中尤为突出。

以Z世代为代表的职场新人，为何不
愿将高薪与稳定作为终极追求，还以拒绝

“拼命工作”“无效内卷”为由重启人生？记
者展开调查。

心声解码：
为何拒绝“拼命工作”？

放弃高薪职位的“掏粪女孩”黄文静
曾坦言：“爸爸干的是最脏的活，赚的是
最干净的钱。”她的选择折射出Z世代的
共性诉求：工作必须容纳生活。据一项
调研数据显示，有 72%的 95后认为“职
业与生活平衡”比薪资更重要，而传统职
场中，仅有38%的人自认为可以达成这
样的平衡。

这份对“职业与生活平衡度”的追求，
也折射出Z世代果断拒绝“拼命工作”“无
效内卷”的三大原因。

首先是反抗透支。23岁的程序员陈
哲刚刚踏上工作岗位不久，他拒绝加班文
化，带动团队推行“高效8小时工作制”，在
企业成为美谈，他说：“目睹父辈甚至同龄
人被工作累垮身体，我觉得得不偿失，我更
拒绝重蹈覆辙。”一项研究显示，Z世代不
再认可：想出人头地，就只有拼命工作这一
条路的观念。

其次是追求工作意义。某环保科技公

司95后总监王颖放弃金融高薪，投身环保
领域，她说：“每天帮企业减少10吨碳排
放，比起在格子间写没完没了的PPT汇报
有价值得多。”调查也印证了她的选择：
44%的Z世代愿为对社会有益的工作降
薪，远超全球28%的平均值。

此外，工作灵活度是Z世代的底线。
28岁的赵菲是二胎宝妈，原先她每天通勤
时间都要达到3个小时，996回到家累得
不行，完全挤不出时间陪伴孩子，后来，她
选择做远程外包的外贸工作，把更多时间
留给了家人，赵菲正是Z世代职场人的典
型代表之一。智联招聘数据显示，81%的
95后将弹性工作制列为求职首要条件，拒
绝“工位囚徒”命运。

外界评价：
从难管争议到价值重估

曾几何时，Z世代职场人对职场的重
构，也引发了不少“火花四溅”的摩擦。某
制造业生产车间主任孙先生回忆起前两年
新招的那批00后，依然会苦笑：“他们准点
下班像踩了‘风火轮’！难管难管。”初入社
会，Z世代的职场人难免被贴上“叛逆”“难
管理”“抗压弱”等标签。有报告指出，52%
的管理者认为年轻员工“缺乏忠诚度”，抱
怨其离职率比前辈高二三倍。

与此同时，Z世代职场人的另一些表
现，也正让同事和领导们对他们的看法发
生了改变。

广告公司总监刘峰发现，Z世代团队
是最会拒绝“表演式加班”的一群人。“虽然
他们准点下班，但这些95后、00后最善用
AI工具，交策划方案、微信推文往往比其

他团队要快上近一倍时间，他们恰恰用效
率提升，证明了‘少工时≠低产出’的道
理。”

在某电商企业从事行政和工会工作的
张女士感慨，是95后、00后给出的建议，
帮助企业渡过“留人”危机。“他们在诉求调
查时提出，希望企业将职工心理健康也作
为一项常规工作来抓，随后我们尝试设立
了‘情绪假’，还把一个小会议室改成了冥
想室，当年的员工留存率就提升了近
30%。”

“他们教会我放下‘大家长’姿态。”46
岁的管理者周敏听取00后建议，在部门推
行“结果导向制”，取消上下班打卡，团队业
绩反而增长了15%。周敏说：“Z世代不是
叛逆，而是用行动戳穿低效规则的‘皇帝新

衣’，这恰是企业升级的催化剂。”

支招Z世代：
在理想与现实间筑桥

尽管在职场上逐渐获得认可和赞誉，
但面对漫长的职业生涯，Z世代依旧要时
刻保持风险防范意识。

职业规划师陆明给Z世代职场人提出
建议：“用主业养梦想，用副业试新路。”譬
如利用闲暇时间多考取职业资格证书，为
转型铺路；如果选择自由职业，最好不要断
缴社保等。

此外，Z世代职场人要学会沟通智慧，
化解代际误解，在用自己的专业和成果赢
得职场话语权的同时，理解语境差异，前辈
将“加班”等同责任心，年轻一代可主动同
步进度，消除彼此信息差。

Z世代对“工作意义”的颠覆，表面看
是职场文化的代际冲突，实则也是社会进
步的必然。当企业开始提供灵活办公、情
感价值岗位和心理健康支持，证明年轻一
代的诉求正推动职场向人性化进化。这场
从“生存”到“生活”的职场变革中，Z世代
既是破壁者，也终将成为新规则的奠基
人。 （《劳动报》记者李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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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至10日，第三届网约配送员
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西安举办。133名从
全国选拔出的“配送尖兵”齐聚一堂，在S
形绕桩的灵巧穿梭中展现驾驶精度，在突
发状况的冷静处置中彰显服务智慧。

这场赛事不仅是技能比拼，更折射出
社会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关注与支持。
陕西工会全程护航暖心保障、赛场内外涌
动的职业尊严，共同勾勒出一幅“以赛赋
能、以技立身”的生动图景。

赛场角逐，技能绽放展风采

决赛现
场，是紧张
与温情的奇
妙交织。比
赛全面模拟
网约配送员
日常工作，
考查选手综
合能力。

理论考
试设在西安
医学院（未
央校区），试
题涵盖安全
规范、服务
礼仪、应急
处置等核心
内容。

实操更
显专业与真

实。“开工准备重在细节。”裁判员刘嵩琪
说，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实操赛场，选手需
经过开工准备、接单取餐、送餐路线、送达
客户、管理培训等五个环节。

取餐区域模拟了蝶恋花店、美食小铺
等场景。选手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取货
核对-路线规划-电话沟通-送达签收”全
流程。“考察的都是日常配送常见问题，处
理起来也有经验。”达达秒送队选手申锋涛
说。

赛道用S形绕桩、单边桥等模拟城市
路况。当一名选手驾车过弯时，车身倾斜

角度精准控制在30度内，餐箱内水杯未溅
出一滴，裁判当即在“平稳性”一项打了满
分。

“选手要架好商家端和客户端的桥
梁。”刘嵩琪说，这是选手取得好成绩的关
键一环。

工会护航，全力保障暖人心

在这场精彩赛事的背后，是工会为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搭建展示舞台，不断推动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向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延伸的一次精彩实践。陕西工会作
为此次大赛坚实的后盾，为竞赛顺利开展
和全国各地的选手良好体验提供了全方
位保障。

为进一步推进数智化办赛，充分调动
广大职工岗位练兵积极性，决赛前在“职工
之家”APP设置网上练兵专区，广大网约
配送员积极参与，专区累计点击量超3万
人次。比赛期间，针对参赛选手，工会积极
协调酒店，提供住宿，让选手在疲惫的比赛
之余能够充分休息。同时，安排专车进行
赛场接驳，解决选手出行难题，确保他们能
够准时、安全到达赛场。

比赛现场还设置了医疗保障点，配备
专业医护人员和医疗设备，为选手健康保
驾护航，确保遇到突发状况及时解决问题。

“从赛前指导，再到比赛期间悉心照
顾，每一个细节都十分周到。”陕西队选手
程迪一说，这让他全身心地投入比赛中，没
有后顾之忧。工会一系列暖心举措，不仅
让选手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更激发了他们

的比赛热情。

以赛提技，迸发行业新活力

“这是一次展示自我、提升自我的绝佳
机会。”吉林代表队选手刘毅说，通过与来
自全国各地的精英同场竞技，他清晰地认
识到不足，将学习借鉴他人的先进经验和
技巧，实现个人职业技能的快速成长。

浙江队选手周鑫激动地说：“以前觉得
配送工作只是简单的体力活，参加竞赛才
发现学问这么多，回去后要和我的孩子分
享这次经历。”

他们的话语，道出了众多选手的心
声。他们深刻认识到，网约配送员不仅是
一个送餐的角色，更是一个需要具备专业
知识、技能和素养的职业。

对网约配送行业来说，本次竞赛是提
质增效的引擎。选手在比赛中展现出的高
效沟通技巧、科学配送路线规划方法以及
应对突发状况的成熟方案，都为行业内其
他从业者提供了参考和借鉴，推动网约配
送行业朝着更加规范化、专业化、标准化的
方向大步迈进。

火红的晚霞中，选手带着证书和奖杯
合影，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满满的职业自豪
感和成就感。

这场竞赛，不仅是技能的较量，更是对
劳动价值的礼赞。当千万个网约配送员在
岗位上精进技艺，网约配送行业的高质量
发展，便有了更坚实的根基，而网约配送员
也能够被更多人看见、被更多人认可。

（《陕西工人报》全媒体记者郝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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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聚力共绘行业新图景
——记第三届网约配送员职业技能竞赛决赛

在数字浪潮席卷之下，工会信箱何以
一改颓态、破茧蜕变，重新焕发生机？广
东樱井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多方奔走，协调
推动，真心实意帮助解决员工通过工会信
箱反映的停车难问题，公司工会信箱从起
初“无人问津”到眼下“有求必应”（见2025
年6月19日《南方工报》），让人们看到工
会信箱的蓬勃生命力。

基层工会开设信箱聆听职工心声的
做法由来已久，推行者众，但在实际运作
中，多数重视不够，管理不善，收效甚微。
相比之下，广东樱井科技有限公司工会的
成功实践告诉我们：工会信箱的生命力就
在于一个“信”字。

信，首先是信心。《工会法》明确规定：
工会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
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强调“实践充分证明，
我国工会不愧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

和纽带。”工会信箱承载着职工的心声与
诉求，传递着工会的关怀与温暖，就是工
会联系职工、了解职工、服务职工的有效
桥梁，必须理直气壮去抓紧抓好。要从团
结凝聚职工的现实需求出发，切实提振

“工会能为职工办成事”的坚定信心，始终
坚持以职工为中心，强化服务管理，细化
服务措施，加大力度推动工会信箱建设，
充分发挥工会信箱“连心桥”“聚宝盆”“减
压阀”作用，更好促进劳动关系和谐，促进
企业发展和社会稳定。要做到“职工有
呼，工会必应”，避免华而不实，杜绝对职
工诉求视而不见、言不及义，敢碰真问题，
展现真作为，让薪酬分配、劳动安全、职业
发展等职工心头的“硬核关切”更好得到
关注和满足。

信，其次是信任。职工身处生产经营
第一线，对工作流程、技术创新等方面有
着最直接的体会和独特的见解，在日常工
作生活中有着各种各样的想法、建议和困

扰。要让他们毫无顾虑地将自己的想法、
困难、建议乃至不满通过信箱向工会倾诉
出来，必须建立起“职工有事找工会”的充
分信任。这种信任绝非凭空而来，而是工
会长期关心关爱职工、甘为职工说话办事
解难题逐渐累积起来的。这种信任也是
工会与职工情感的联结和工作的基石，一
旦失去，工会与职工之间的联系就会出现
断裂，工会工作也将难以有效开展。因
此，必须站稳职工立场，重视职工需求，不
断强化工会信箱的服务和管理，切实解决
好职工“不敢说”“不想说”“不便说”“说不
清”“说了也白说”等问题，让工会信箱真
正“活”起来、用起来。如若只热衷于做表
面功夫，工会信箱沦为“门面摆设”，职工
对工会的信任就会大打折扣。

信，最后是信用。工会信箱虽是方寸
之地，却承载着职工托付的信任、尊重劳
动的价值，决不能马虎应付、敷衍了事，更
不能束之高阁，不闻不问。“自古驱民在信

诚，一言为重百金轻。”商鞅徙木立信的故
事让人明白，治理国家、赢得民众的信任
和支持，必须做到言行一致、诚实守信。
同样的道理，抓好工会信箱建设，必须建
立“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着落”的信用制
度，认真对待每一封来信、每一条意见建
议，及时做好回复和处理。无论是关于工
作环境改善、薪酬待遇调整，还是个人职
业发展等问题，工会都要积极协调相关部
门，为职工寻求解决方案。要积极回应职
工关切，按事情的轻重缓急区别对待、分
类处理，做到急事快办、特事特办、大事重
点办。现时能够完成的，要在第一时间内
完成；暂时完成不了的，要及时向职工作
出解释；已作出承诺的，要确保在许诺的
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只有这样，工会信
箱才有旺盛的生命力，工会才能在职工心
中树立起良好的信誉和形象。

工会小信箱，治理大文章。在职工活
跃于指尖的信息时代，工会要更多倾听职
工声音，了解职工需求，还须主动推动工
会信箱融入数字洪流，探索更加便捷的方
式，让信息收得到、流得畅、回应快，让工
会信箱这座沟通职工、服务职工的桥梁更
加畅通、稳固和可靠。

（《南方工报》特约评论员刘胜坤）

【工评荟】关键词：信任；职工心声；工会服务

工会信箱的生命力在于“信”

【特别关注】关键词：职场新人；职业与生活平衡；追求工作意义

高薪为何对他们失去吸引力？

从生存到生活从生存到生活：：ZZ世代掀起职场新变革世代掀起职场新变革

【资讯广角】关键词：公益事业；爱

心企业；职工互助

广东深圳

2025年职工“工益节”启动
暖工基金、爱心餐等

四大公益行动惠及职工

7月5日，由深圳市总工会主办的2025年深圳职工
“工益节”启动暨公益跑活动在深圳中心公园举行，吸
引全市近千名职工、社会各界人士以及爱心企业、公益
组织参与。

启动现场，深圳市总工会为三十余家热心公益事
业的爱心企业、公益慈善组织颁发爱心答谢牌匾。同
时，现场还整合了各类公益资源开展爱心义卖，设置了
公益音乐会、公益集市嘉年华、四足机器人互动、帆船
体验、中医健康理疗、趣味游戏等摊位，动员企业和职
工广泛参与工会公益事业。

据悉，深圳职工“工益节”将持续开展至7月31日，
以“身边公益，职工互助，共筑美好生活”为主题，涵盖
暖工基金、一份爱心餐、货车司机送温暖、“深工有爱 情
满鹏城”四个互联网筹款项目，募集款项用于开展救助
帮扶、暖心关爱和职业发展等公益行动。“工益节”除了
主会场和线上筹款活动之外，还将联动各级工会组织
和爱心企业等发起分会场活动100余场，开展夏送清
凉、爱心餐、工会夏令营、爱心义卖等公益活动，广泛动
员企业和职工参与，形成“联名公益”的良好效应，进一
步提高工会救助帮扶和职工服务水平，促进工会职工
服务工作高质量发展。

（《南方工报》全媒体记者马大为 通讯员焦慧茹）

【服务先锋】关键词：分片包联机

制；精准对接需求；高效解决问题

石家庄高新区总工会推行“分片包

联”机制，确保服务职工全覆盖、无

盲区——

工会干部化身“首席服务员”

架起职企连心桥

“以前都是我们有事往工会跑，现在区总工会干部
下沉一线，从政策解读到工作指导，以‘一对一’的服务
模式帮助企业‘一对一’解难，节省了我们的时间和精
力，让我们真正感受到高新区总工会服务更有速度、关
怀更有温度。”近日，石家庄通和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工会主席杨永新的感慨，道出了当地企业对石家庄
高新区总工会创新“分片包联”机制的真切感受。

高新区作为石家庄市重点打造的产业聚集区，近年
来，入驻企业数量不断增多，职工人数也在不断上涨。
为更好地服务职工、服务企业，今年以来，高新区总工会
创新推行工会干部“分片包联”工作机制，根据企业规模、
行业分布等特点，科学划定包联区域，将全区企业划分
为若干责任片区，确保服务职工全覆盖、无盲区。每名
工会干部对口联系多家企业，化身“首席服务员”，深入企
业走访调研，建立“一企一档”动态管理台账，详细记录企
业用工需求、职工诉求、工会建设等情况，并逐一解决，在
企业发展与职工成长间架起连心桥。

“包联机制核心在于精准对接需求、高效解决问
题。”高新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说，“面对企业生产经营
中的难点堵点，区总工会发挥资源整合优势，积极协调
人社、税务等部门，为企业搭建政策咨询、法律援助、技
能培训等综合服务平台。根据走访中企业提出的需
求，联合就业服务机构举办专场招聘会，定向输送各类
技术人才；围绕企业降本增效需求，成立石家庄高新区
工匠联盟和劳模服务队，利用专家团队开展‘送策入
企’活动，助力企业解决生产难题及享受政策红利。”

“企业很多职工最近对人工智能技术感兴趣，我们
又没好办法解决，区总工会包联干部知道后，马上联系
高新区工匠学院有针对性地制定课程，给有兴趣的职
工上了一堂生动的人工智能课。在为企业和职工解决
问题的同时，让我们基层工会干部在经营者面前更有
面子，在职工中间更有威信。”格力电器（石家庄）有限
公司工会副主席马欣由衷地赞叹。

在包联工作中，工会干部积极推动企业建立健全
民主管理制度，引导企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厂务公开
等形式，保障职工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工资集体
协商会上，职工提案被采纳了3条。”在包联干部指导
下，不少企业将民主管理融入日常。在职工代表大会
上，工资增长、劳动保护等议题摆上桌面；在“金点子”
征集活动中，一线职工为生产流程优化建言献策。这
种共建共享模式让职工成为企业的主人翁，实现了职
企双赢。

“干部下沉一线，就是要把服务送到企业职工心坎
上。”上述相关负责人表示，包联机制让工会从“被动等
事”变为“主动找事”，如今工会干部每月至少3天驻企
服务，已累计解决用工、培训等各类问题127件。下一
步，区总工会将继续深化服务内涵，让“首席服务员”的
身影活跃在企业发展最需要的地方，奏响企业与职工
互利共赢的和谐乐章。

（《河北工人报》记者高超 通讯员张建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