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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网民杨海（化名）所在的微

信群里，董事长发了一个红包，他按

捺住了内心的激动，没好意思吃这

第一口螃蟹。接下来，他的不好意

思就转化成了庆幸：当天下午，公

司下发一纸处罚通知，抢红包的“前

三甲”，每人罚款 500 元，理由是上

班时间玩手机。

从公司发布的“处罚通报”看，3

人因“上班时间玩手机”而被处罚当

属咎由自取，毕竟该公司已有明确规

定：上班期间做与工作无关的事，玩

游戏、网聊、看电影、玩手机等，一

经发现一次扣 100 元。更何况公司的

QQ 群不久前还在反复对纪律进行提

醒。但这位私企老板的做法却不免有

“钓鱼执法”之嫌，正如网友所质疑

的，此举有“设陷阱”、“缺乏人性

化”、“职场宫心计”等意味。在肯定

其提升员工纪律观念的同时，人们也

不可忽视其带来的负面效应。

首先，有悖诚实守信。老板发红

包却并不希望群友去抢，只是要看哪

位“倒霉蛋”中招，红包变成了诱人

入瓮和害人不浅的“陷阱”。老板此举

的确达到了“暴露违纪者、教育围观

人”的警示目的，但却违背了诚实守

信的做人底线，以“兵不厌诈”的权

谋算计自己的属下，势必会给公司员

工和社会舆论留下“不地道”和“阴

谋论”的负面认知。

其次，有失公平公正。制度面前人

人平等，当属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常

识。面对上班期间争抢红包被罚，人们

不免生出诸多疑问，上班玩手机的岂止

“前三甲”？老板上班期间发红包算不算

“与工作无关的事”？此外，制度规定

“罚一百”，公司研究却可以增至“五

倍”，如此有章不循和随心所欲地“执

行”纪律，又如何让人心悦诚服？

“上班抢红包被罚”看似严格执

纪，实为彰显老板威严的权力任性，

其思维根源或在“一人说了算”的

“私企”属性。企业发展需要铁的纪

律，但更需公开透明和诚实守信，遵

守规章不能靠漠视人格尊严、罔顾负

面效应的“钓鱼执法”，彰显制度威严

也莫忘人文关怀，唯有疏堵结合、恩

威并重的人性化管理，才是促进企业

良性发展的可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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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包钓鱼”不可取

张玉胜

不久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16年元旦

春 节 期 间 有 关工作的通知》。通知

要 求，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崇廉拒

腐，树立良好家风，坚决杜绝“节日

腐败”。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至今，贪

腐势头已被强势扼制，但“节日腐

败”却从明目张胆变成了偷偷摸摸，

始终屡禁不止。受贿者拿着人情往来

的遮羞布，趁着节日之机，违规收受

礼品。送礼者也总是挂着“联络感

情”的旗号，换着“天价礼券”的便

装，将“心意”浓缩为一张张礼券、

或是一个个电子红包。如此“人性

化”的“进贡”方式，可谓是“润物

细无声”，让人不得不“俯首称赞”，

直夸“高明”。

“节日病”之所以久治不愈，存在

着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我国自古就有

逢节送礼之习俗，部分领导干部正是

借着传统习俗的名义，将不法行为诠

释成礼尚往来，混淆情感与纪律之间

的界线，才会一错再错，直至泥足深

陷、难以自拔。同时，由于商家投机

取巧地使用“障眼法”，如将天价礼品

开成办公用品发票等，才会使得监管

难度不断加大。

笔者认为，防止“节日腐败”树

倒根存，需多措并举，重拳出击，以

彻底治愈“节日病”。

一方面，要严格执法，加大制度

约束。既然相关法律法规已经对行贿

受贿行为作出定性规定，就要严格执

法，以不留情面的制度约束，提高威

慑力，防止领导干部之间相互包庇。

另一方面，要畅通监管渠道，提高惩

罚力度。对违法违纪行为严查快办，

严堵公款消费的漏洞，严防“傍官经

济”的发展。同时，还需畅通群众监

督渠道，借群众的“火眼金睛”，揪出

行贿受贿者之间的“暗中交易”。

“洁不洁，看过节”，可以说，逢

年过节是检验领导干部是否干净的

“试金石”。中央杜绝“节日腐败”的

通知，已经提前打好“预防针”。只有

领导干部提高纪律意识，远离违纪红

线，“节日病”才不易发作。

杜绝“节日腐败”需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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