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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很多人还觉得发‘手表’搞福
利不错，而且‘手表’是多功能的，既
可以看时间，还能对讲说话，还有天气
预报……”但周师傅说，单位要求大家
清扫街面时必须佩戴，不戴会处罚。而
且，只要环卫工在原地不动超过了20分
钟，手环就会自动发出语音：“短暂的休
息之后，继续努力工作吧，加油！”

超过20分钟不干活属违规停留

“也就是说，超过 20 分钟不干活，
这玩意就会提醒你，你就得赶紧动起
来，这按照管理规定就属于违规停留，
相当于有人盯着你干活，不能偷懒。”周
师傅说，没听说哪位工友考核因此被处
罚，但多位工友认为这样被监视着干
活，不像以前那样自由自在。“其实有没
有戴这个‘手表’，我们都会尽心尽力地
把路面打扫干净，好像没必要非得戴着
它，才算认真清扫了”。

这款手环具有定位功能，除了语音提
示外，如果环卫工在工作时间内离开了自
己的工作区域，手环会自动上报。

记者查询发现，从2018年开始，南京
市多个区都陆续配发了类似的智能设
备。此前杭州和成都的环卫工也都配备
了智能手环。智能手环对心率和血压等

重要身体参数能及时了解，一旦出现紧急
情况，还有一键SOS报警功能。

工作服被掏洞 装手机监控

更离谱的是，南京雨花台区采用的高
技术手段比“加油手表”还要厉害。雨花
台区有环卫工的工作服胸前两个口袋被
人为地抠出两个小孔。环卫工解释称，
2018年11月，单位统一给环卫工配发了
一部手机，可以对环卫工进行定位，还可
以通过手机摄像头对环卫工的清扫保洁
工作情况进行实时监控，看清扫得是否干
净，工作服胸前掏出的小孔，就是专门留
出来给手机摄像头监控用的。环卫工做
保洁时必须携带的这部手机具有定位监
控功能，如果环卫工在工作中休息超过了
一定时限，后台管理人员还会通过手机直
接联系环卫工让他们继续工作。

环卫工配发智能手环环卫工配发智能手环、、定位手机定位手机

是管理创新还是侵犯权益是管理创新还是侵犯权益？？

在曾泽东看来，如果城管、环卫
部门遵循了上述原则，而且不因“一
刻不停”等不合理情形而处罚环卫
工，即有些大众不接受的不合理的监
控内容不列入处罚事项，如果拒绝佩
戴就构成违反劳动规章，如在遵循环
卫部门谦抑、慎用解约权的原则下，
环卫工仍情节严重的，可以根据劳动
法程序解除劳动合同。毕竟单位的管
理权及其管理创新也要受保护，没有
绝对的权利。

无论是给环卫工配发智能手环还
是定位手机，的确是管理手段创新，
方便了管理。针对城管、环卫部门管
理创新为何总是盯着“环卫工不好好
工作”这个问题，曾泽东表示，这涉
及管理行为的人性化，以及鼓励管理
创新和职工权益保障的协调等问题。
但管理创新也要兼顾环卫工的合法权
益保障，管理创新也应更加人性化，
对环卫工的保洁工作加强监督没有
错，但也应该给予环卫工最起码的尊
重与信任。

“无论你有没有正在被监视，你
都会觉得自己正在被监视，那种被监

控的紧张，会形成持续的心理压力和
暗示。”曾泽东认为，道路整洁与
否，靠的是环卫工的努力和责任心，
而不是一块“手表”。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不能假借科
技管理手段创新，去侵犯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没有完美的技术，只有对
技术的智慧使用。”针对这样的环卫

“手表”能否被继续推广和使用的问
题，曾泽东认为，“这和比照机动车
GPS系统如出一辙，单位通过技术的
管理创新权也不能被一刀切的剥夺，
环卫‘手表’的定位监控毕竟是在大
街上，不是通常的办公室和住房等私
域空间，是公共卫生服务场所，不是
吃饭睡觉的地方。”

曾泽东认为，禁用不是办法，规
范使用才是正途。国民对遍地摄像头
已习以为常，但对环卫“手表”的权
利反应，很大层面上有个心理适应的
过程。如果尊重环卫工个体劳动习
惯，和人体不同于机器的生理规律，
重在行为引导和数据收集而非纪律惩
罚，环卫“手表”未尝不可用。

据《华商报》

4月4日，南京市建邺区
环卫工周师傅向记者介绍，上
个月底开始，南京建环环境服
务有限责任公司给全区500
多名环卫工陆续配发了一种
智能手环。

给环卫工配发智能手
环，是工作时给他们“加油
鼓劲”，还是催促监视环卫工
干活？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这种借助高科技的管理手段
创新，是否侵犯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

手环的配发单位——南京建环环境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向媒体介绍，配发手
环并不是要监视环卫工，只是对公司员
工的一种管理手段。智能手环的定位、
语音提醒功能并不作为环卫工的考核依
据，只是智能管理的一种工具。

仅上班时间对环卫工定位

南京当地媒体在南京建环环境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智慧环卫”综合调度监
控指挥中心看到，一块电子显示屏上精
确地显示着所有建环公司环卫工所在的
位置（如右图）。公司相关人员说，他们
会把这些数据发送到各个分公司，由分
公司对违规的环卫工进行处罚。除了街
面负责保洁的环卫工配发智能手环外，
公司所有管理人员的手机里都有一个

“智慧环卫”软件，环卫工在哪里呆了多
久，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系统后台都可
看到。对于涉及员工的隐私问题，该公
司表示，智慧环卫系统每天对环卫工的
定位只局限于上班时间。

手环语音提示功能已取消

4月5日，建环公司工作人员向记者
解释，佩戴手环只是为了便于管理，并不
是催促监视环卫工干活，有媒体质疑后目
前手环的20分钟提醒功能已经取消。

据周师傅介绍，南京街面保洁要求
很严格，要做到15分钟巡回保洁，保证
路面的干净整洁。“就是想让环卫工都动
起来，智能手环才设置了‘原地停留20
分钟报警’的语音提示。”

4月4日，南京市城管局工作人员向记
者证实，手环相关语音提示功能已取消。

智能手环监视你赶紧动起来环卫工

不是监视干活 只是管理手段环卫公司

管理创新要兼顾环卫工合法权益

“如果有环卫工表示就像被监控
一样，让人心里很膈应。这就说明，
这些举措的初衷可能是好的，但在实
际执行过程中却可能忽视了环卫工的
心理需求……”4 月5 日，江苏衡鼎
（苏州） 律师事务所曾泽东律师接受
记者采访表示，问题的实质，就是单
位管理权和职工人身权、隐私权的平
衡。双方权利和义务的边界，原则上

应基于行为目的进行认定，方法上是
互含互释。比如，基于人、车安全和
社会秩序的机动车载全球 GPS 定位
强制系统，目前整个社会和具体个人
没谁认为不合适，没有驾驶人提出定
位监控侵犯隐私，于是，社会治理意
义上监管权力与国民自由通过技术实
现了完美结合，法律规制意义上的权
利和义务实现了统一。

曾泽东认为，具体到管理权与隐
私权的关系，环卫部门基于效率与纪
律的管理权肯定存在，但应基于工作
时间、工作地点、评价必要性（或不
严重增加环卫工负担）、目的正当性
等原则，考量社会通常的接受程度进
行界定。不可忽视的是，任何社会管
理行为的正确度，是和社会大众的接
受程度成正比的，可能现在是错误或
欠妥的，将来又有可能是正确的或可
接受的。

“运用上述观点评价南京环卫工

事件，只要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
点，基于有效的管理以及公共卫生之
目的，剔除‘必须机器般一刻不停’
的生理上期待不可能性、工作效率上
不必要评价等因素，去历史地、发展
地衡量并取舍单位管理权与职工人身
权的动态平衡，才是适宜的。”曾泽
东表示，希望大家注意的是，城管、
环卫部门的社会管理权同时也是不能
放弃的义务与职责，其在管理过程中
与环卫工人身权的关系，需要平衡处
理好公权与私权的关系。

管理要平衡处理好公权与私权关系

对环卫工管理创新更应人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