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然，做兼职也不一定是时间比较充裕人的
专利，有些平时工作非常忙碌的人选择了把自己
的爱好当作做兼职，反而能够调节忙碌工作带来
的压力。

26 岁的朱小菲在市区一家企业做人事工作，
虽然入职不过三四年，但他凭借着踏实好学已经
成了工作中的一名“老手”，因此也被布置了比较
繁重的工作任务。

“我们单位1000多人，要为所有职工缴纳五险
一金，还要为新员工办理入职信息注册，为调
动、离职的员工办理手续。这都是最基本的，每
天还要接受员工的各种咨询，特别是医疗方面
的。就拿工伤来说，需要 24 小时快报，收集资
料，申请鉴定，程序烦琐。”朱小菲向记者倾诉着
工作的繁重。

工作之余，朱小菲最大的爱好就是健身。他
在健身房办了一张卡，每天下班后就去锻炼一两
个小时，坚持了两年多，练出了一身漂亮的肌
肉，也成了健身房里的熟人。“我这个人就是比较
喜欢钻研，工作中钻研各项政策，健身时就钻研
网上的各种技巧和方法，加上我的身材锻炼得还
不错，一些新人就爱向我请教。”朱小菲说。

一来二去，他就和健身房商量，自己想兼职
做私人教练。经健身房介绍，他利用周末去郑州
培训了一段时间后，顺利成了一名兼职私人教
练。朱小菲说：“月收入大概也就1000多元，关键
是我在这份工作中能和其他私教互相探讨健身的
技巧，能向学员传授经验，让更多的人喜欢上健
身，感觉很有意思，白天的压力和紧张情绪也就
一扫而空了。有人问我本来就忙碌，再做兼职会
不会太累，其实，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就不会
觉得累。”

业余时间做健身教练释放压力

今年47 岁的徐女士在我市一家金融
机构工作，平时除了上班，下班后还和
丈夫一起在黄河广场夜市经营一家烧烤
摊点。

10 月 23 日，外面下着小雨，记者来
到黄河路西段一小区徐女士家里，看到几
十平方米的屋里陈设简单，只有一张床和
一套桌椅，徐女士上高中的儿子正坐在桌
前学习。“我们这里比较简陋，就这还是
别的单位闲置的房子，俺婆婆住在旁边那
个屋里，她身体不好，住在一起方便我们

每天照顾。”徐女士对记者说。
徐女士家里有两个孩子都在上学，婆

婆身体不好，需要常年吃药，经济负担比
较重。于是，夫妻俩一商量，决定在黄河
广场夜市租了摊位，在外地学习了一段时
间后，他们的烤翅生意正式开始了。“我
每天要上班，丈夫上午在家把烤翅的材料
准备好，下午我下班后就和他一起去出
摊。我们做这生意也有几年了，做生意很
辛苦，有时候完工回来睡觉都到深夜一两
点了，夏天那么热，要站在烤炉旁不停忙

活，有时候感觉热得受不了，就喝点藿香
正气水。而且做生意收入不稳定，像现在
这几天下雨，基本上都没什么顾客，很多
摊位都不出了。夜市摆摊夏天还行，生意
挺好，冬天就不行了，天冷来吃饭的人
少。”

对于徐女士来说，兼职摆摊是为了改
善家里的经济条件，尽管每天很辛苦，但
是只要看到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一天的疲
惫就消除了许多。“很累，但是生活有奔
头。”徐女士笑着说。

为了生计 夜市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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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族兼职
律师：法律虽没有明确禁止，但不要影响本职工作

现在，越来越
多的人喜欢在一份
稳定的工作之外，
再谋一份兼职，有
人是因为爱好，有
人是因为想要改变
目前的生活状态，
还有人是想让自己
的生活更充实，但
更多的人还是迫于
生计，想要改善家
里的经济状况。近
日，记者走近他
们，听他们讲述背
后的故事。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培
杨 旭

现在不少人喜欢吃甜品，享受那种浓
郁的味道在嘴里慢慢散开的感觉。随着人
们对食品安全越来越重视，不少甜品爱好
者选择自己动手制作，还有些人越来越痴
迷，在业余时间开启了自己的另一份“甜
蜜”事业。

“90后”女孩刘媛是一个标准的“吃
货”，前年毕业的她在我市一家公司找到
了一份文秘的工作。喜欢到处寻找美食的
她常被父母叮嘱“外面的东西不干净，要
少吃”，于是，她决定买来烤箱和各种材
料自己制作。“自己做的东西吃着放心，

我都是购买比较好的原材料，像有些材料
都是海外代购的，水果之类的都是我去市
场上或者果园亲自挑选的。”刘媛说，材
料买回来她就照着网上教的制作方法开始
试着做，一开始做不好，不是火候掌握不
好就是味道不尽如人意，经过一次次调
试，慢慢地，她掌握了一些制作方法和技
巧，也调试出了自己想要的味道。当她把
自己制作的甜品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时，大家都惊叹这个平时“十指不沾阳春
水”的小姑娘能做出这么甜蜜的美食。

大家都喜欢吃刘媛做的甜品，慢慢

地，她会做的甜品种类也越来越多，有朋
友就建议她在微信上卖，于是她就开始拍
一些图片放在微信上试一下。一开始都是
朋友支持，后来经过口口相传，顾客越来
越多。“平时会有人问我上班时间忙工
作，下班了还要忙这些，累不累啊？说实
话，偶尔也会觉得累，累了或者不在状态
的时候我就会选择休息，毕竟这只是个爱
好，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大部分时间
我是很乐于做这些的，做的时候心情会很
好，做出来很有成就感。”刘媛笑着对记
者说。

爱好美食 尝试做微商

47岁的郑营山本职工作是一家工厂里
的普通工人，每天过着一成不变的生
活，除了会开车，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技
能。几年前，即便是女儿上大学，家里
花费最多的时候，他也没有想过自己会去
做兼职。

去年，在上海读大学的女儿毕业前夕
应聘到了当地一家国有银行工作，在那
里租了一间一室一厅的房子，开始了独
立生活。“她的收入应该还是不错的，
就是工作比较忙碌，没时间照顾自己，三
天两头给家里打电话诉苦。”郑营山告诉

记者，“我爱人心疼女儿，就在单位办
了内退，到上海去当她的专职‘保姆’
了。”

妻子一走，郑营山就变成了孤家寡
人。每天晚上下班后去买点菜，回家做饭
吃完后，他就开始盯着电视机打发时间。

“那段时间心情特别不好，担心着她们母
女俩过得怎么样，忍受着下班后没人说话
的孤独。”郑营山说。这种情况持续了一
个多月，他决定做点什么。他想起电视上
总是提到的网约车，寻思着开网约车时间
上比较自由，自己也会这项技能，就注册

了一个账号，开始了下班后的兼职生活。
“现在干了差不多有4个月了吧，感

觉挺好的。我愿意和乘客聊天，每天接触
着形形色色的人，能够排遣生活中的孤
独。就是现在公司优惠券发的少了，坐车
的人也少了。”郑营山说，“加上我也就是
下班之后跑跑，一个月能赚个七八百块
钱。我感觉赚一点是一点吧，不图别的，
就当是赚个逢年过节一家人团聚的路费。
再说干这个活又算不上辛苦，一来有事可
做；二来接触人一多，心里也变敞亮了，
我很知足。”

妻女在外地 兼职排解孤独

兼职，首先是带来了额外的经济收入，如果
再是自己感兴趣的工作，那就是一举两得，听上
去那么美好。但是，四位受访者均向记者表示，
自己所在的单位不会鼓励员工做兼职，所以不希
望单位的人知道自己做兼职的事情。如果真的要
在主业和兼职之间二选一，自己还是会选择主业。

那么，法律上对于员工兼职是否有明文规定
呢？记者采访了河南澜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李
凯。他说：“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没有禁止兼职的
规定，但对一些特殊情况做出了回避规定，比如
国家公务员不得兼任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
公司董事、经理不得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
职公司同类的营业或者从事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活
动，从事上述营业或者活动的，所得收入应当归
公司所有；担负的工作涉及国家机密，从事兼职
活动可能泄露国家机密的；承担国家科技攻关或
者本单位重要任务，在此期间兼职可能影响完成
国家计划和本单位任务的；因与兼职单位存在利
害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办事的情形，也应
当尽量回避兼职等。”

李凯律师认为，爱岗敬业是公民职业道德的
基本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表
现。尽管法律法规没有禁止，但选择兼职也要从
自身实际出发，不能影响到本职工作，不能超出
自身能够承受的精力范围。同时，李凯还提醒，
即便是兼职也要选择合法经营的行业和单位，要
求用人单位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必要时可以签
订劳务合同，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初入
社会的学生，要谨防在找兼职的时候上当受骗。

能否做兼职 需要认真考虑

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每天下班后，徐女士还要和丈夫一起在黄河广场夜市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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