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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是素颜还是化妆，是一个有
趣的职场话题。对于某些职业女性
来说，化妆是日常生活当中至关重要
的事情。化妆不仅能够提升个人颜
值，还能让人变得更加自信。

日前，职场社交平台脉脉联合特
卖电商唯品会共同发布《2022职场
美妆新趋势》，报告显示，职场人士平
均每天化妆所需的时间将近半小时，
更有人喊出口号：“饭可以不吃，但妆
一定要化！”

该调研报告显示，从年龄来看，
在职场摸爬滚打多年的90后已然成
为美妆市场的消费主力军，逐步掌握
了更多经济话语权的他们，敢于尝
试、乐于自我投资。在参与调研的
90后用户群体中，最近一年美妆消
费金额的中位数达到了3万~5万
元。相较于“成分党”“功效党”“实用
派”，90后更倾向于“无论什么品类，

都首选大牌”。
在上班前，打工人需要多长时间

化妆？报告给出答案：职场人士平均
每天化妆所需的时间是27.88分钟。

其中，体制内员工对化妆的态度
最“佛系”，大部分受访者表示自己经
常素面朝天，或只需15分钟画出好
气色即可。外企员工最精致，超六成
来自外企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必须带
妆上班，需要化妆半小时以上才出
门，一是因为化妆已成为日常习惯，
二是希望在商务场合给对方留下好
印象。

“不化妆就出门，那是不可能
的。如果赶时间，就十几分钟搞定，
如果时间充裕，我能化妆一小时。”在
外贸行业上班的陈女士表示，由于自
己的工作就是和各类客户打交道，因
此良好的形象、整洁的妆容是必不可
少的。

有趣的是，被外界认为“休闲、随
意”的互联网人其实并不“糙”，尽管
化妆时长比不上外企工作者，但有超
三成互联网行业受访者表示，自己会
化全妆去单位。就算自己是“手残
党”，化妆技能不达标，也要“解锁”新
妆容，因为“同事太精致，我也要跟
上”。

不过也有就业指导专家指出，在
职场中，良好的形象固然重要，但最
终决定一个人职业发展高度的，还是
个人的能力。有多年企业人力资源
工作经验的唐女士坦言，适当化妆、
注重仪表，确实能给人留下好印象。

“不过，职场是要凭实力说话的，具备
‘独当一面’的硬实力，会让你脱颖而
出，相反就只能渐渐被边缘化甚至淘
汰。” 记者 罗刚

听“她”说——
工作妆属于一种职场礼仪

化妆还是素颜，这一看似是个人
选择的问题，在不少职场人看来，这
关乎到职场礼仪。

从事销售行业的蒋小姐认为，
“从个人角度而言，化妆是一种礼貌
行为。”她认为，不管男女，职业礼仪
的标准定义包含得体的装扮。“人对
外貌都有自己的标准和定义，认为自
己素颜不够好看的女生化妆上班是
为了完善自我，也尊重别人。男生也
同样需要得体的装扮来遵守这份‘职
业礼仪’。”

她指出，一般而言高颜值会更引
人注意，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
会用化妆来装饰自我的原因。对于
服务型行业和其他的接待型工作，干
净整洁的仪容仪表，是对他人礼貌的
表现；同时，整洁的妆容给人舒适感，
给自己和同事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这对他人也是一种尊重。

化妆上班能更快进入状态

00后职场新人小黎表示：“早上
早起花一个小时化一个妆，已经成为
了工作日的习惯，而且这样感觉可以
让自己快速进入工作角色和状态。”

有调查指出，部分00后执着于
化妆，是出于对工作的重视。特别是
在外企上班的职场人，有超过60%
员工会每天化妆上班，并且平均每天
在化妆上花的时间超过了半小时。
在带妆上班的职场人看来，通过化
妆，体现了对工作的热爱和重视，愿
意花时间精力和心思去化妆，将自己
最好的一面呈现给领导、同事、客户，
这些点滴的细节决定成败，反映出对
工作的态度。

化妆与否取决于职业需要

“事实上，化妆是消耗时间的，早
上出门前化妆，晚上睡觉前卸妆，一
早一晚的时间会被占去很大一部
分。”有已婚已育职场女性指出，当年
龄增长、角色转变，早晚的私人时间
更加弥足珍贵。所以，对职场中的实
用主义者们来说，是否要化妆上班的
核心就是你的工作值得每天耗费时
间化妆吗？你的职业需要你坚持维
持精致外形吗？

比如有的职业是必须每天带妆
上岗，包括空乘、模特、美容美妆从业
者，以及某些窗口职业等。这些职业
或职位如果不化妆也许会让人觉得
少了点什么似的。但除此之外，有职
场人认为，没有必要浪费过多时间，
用于早起化妆打扮上。

在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上班的
张小姐表示：“我就是素颜上班的，
我的工作性质是‘技术＋技术管理’，
素颜不会影响我的专业度。但如果
某一天，我的工作变为与外单位客户
打交道为主了，或我进入了比较注重
员工精神风貌的企业特别是外企，那
我大概率会从众化妆。”

综合新京报、中国新闻周刊、劳
动报等

■■职场关注职场关注

有调查显示，职场人平均每天化妆用时27.88分钟

“饭可以不吃，妆一定要化”

近日，有某些企业制定、分享求职
者“黑名单”的事件引发广泛关注。有
企业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黑名单”上的求职者声称能为公司带
来投资，但实际上他们同时在多家企业
任职，有的还伪造学历、工作经历等，对
企业发展基本没有贡献，却在一个月里
同时赚取多家公司支付的底薪。这一
事件带给我们多维度的思考与警示：由
企业私设的“黑名单”合法吗？企业面
对这类职场欺诈有何作为？

求职者“黑名单”事件之所以刺痛
公众神经，掀起巨大舆论漩涡，最根本
的原因恐怕在于公众对于“黑名单”的
忌惮和隐性焦虑。这一事件背后的现
实背景是，近些年“黑名单”呈泛滥之
势，社会上五花八门的“黑名单”层出
不穷，似乎谁都可以设立“黑名单”。

“黑名单”其实是一种信用治理工具，
即通过将信用不佳者纳入不良记录并
广而告之，使其社会评价降低并在社
会生活中遭遇种种障碍，从而达到倒
逼行为者守法诚信的目的。“黑名单”
原本主要存在于行政领域，由有权的
国家机关依法制定和发布。然而，在
发展的过程中，“黑名单”有逐渐泛滥
成灾之势且饱受公众诟病。而在求职
者“黑名单”事件中，“黑名单”竟出自
企业之手。必须追问的是，企业作为

市场私主体，是否有权制定“黑名
单”？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人们为什么对“黑名单”如此紧张，
是因为“黑名单”具有巨大杀伤力。“黑
名单”是一种“信誉罚”，一旦上榜就将
被钉上“耻辱柱”，遭受种种不利后果。
对企业而言，一旦上榜，生产经营将遭
遇严重困境；对个人而言，一旦被贴上
信誉不良的“黑标签”，将在就业、出行、
贷款等方面处处碰壁，严重影响到个人
生活。“黑名单”的威慑力关键在于传播
和公示效应。如果求职者“黑名单”只
是由某个企业自己内部掌握，可能问题
不大，但如果在多个企业之间共享，特
别是在现代发达的网络信息技术加持
下，求职者“黑名单”可以迅速产生“坏
事传千里”的效应，影响范围将远远超
出起初几十家共享企业的控制。

完善的“黑名单”制度应由有权机
关依据严格的标准设立，并应设置期限
以及移除制度，为上榜者提供信誉恢复
通道。由企业私设的“黑名单”则没有
这些周全的考虑，当事人一旦上榜就可
能被“一黑到底”，在网络世界留下永久
的不良数字声誉，丧失改过自新的机
会。从更深层面上讲，在这起事件中，
令人忧虑的不只是求职者“黑名单”本
身，而是其带了一个企业私设“黑名单”
的坏头，由此可能引来诸多效仿者。因

此，勒住“黑名单”的缰绳，这或许是此
次事件最需要引起我们警醒的。

共享“黑名单”涉嫌构成对求职者
人格权的侵犯，那么，对存在职场欺诈
不良记录的“坏人”的人格尊严是否仍
需保护？这里必须特别澄清一点，在民
法典时代，保护人的权利、维护人格尊
严成为时代精神之取向，且人格权的主
体具有普遍性特征，涵盖一切人——包
括所谓“坏人”。也就是说，“坏人”的信
息也是个人信息，“坏人”也享受人格权
保护，这种法治精神是必须得到宣示
的。未经求职者同意将其纳入“黑名
单”并向他人分享，可能违反民法典和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条款，对个人名
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和个人信息权益
等构成侵害。因此，求职者的不诚信行
为不是企业私设“黑名单”的正当化理
由。求职者“黑名单”的本质是企业以
恶制恶的“私刑”滥用，是以一种违法行
为对抗另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企业又该如何应对职场欺诈
维护自身权益？事实上，求职者欺诈不
是一个新问题，法律也为用人单位提供
了必要的保护手段。相比制定“黑名
单”，企业更应该做的是把好招聘关，通
过严格谨慎的审查识破欺诈。退一步
来说，即便部分求职者侥幸蒙混过关，
企业也可以依据劳动合同法主张欺诈
的劳动合同无效。此外，根据劳动合同
法相关规定，因求职者欺诈导致劳动合
同无效给企业造成损害的，企业还可以
向求职者主张损害赔偿责任。

田野

如果将一个人的职业发展轨迹连
线，那一定是一条连续抛物线。高峰时，
意气风发；低谷时，举步维艰。

没有人喜欢低谷，却也没有人能避
得开低谷。有的人将职业低谷期看作洪
水猛兽，打不过就加入，索性躺平摆烂；
有的人将它看作一个“暂停键”，给自己
一个停下来重新思考职业发展的机会；
还有的人则将其当作胜利的冲锋号，愈
挫愈勇，愈战愈强。

不论如何看待，低谷期都伴随着低
落、郁闷，让人备感不适。那么，我们为
何会陷入职业低谷？面对低谷，我们应
该怎么做？

首先，职业低谷和宏观环境密切相
关。当一个人所从事的行业与时代大环
境的发展水平不相匹配，且自身价值无法
在工作中得到体现时，便容易陷入低谷

期。比如，在夕阳行业中，我们会时刻感
受到行业的日渐衰落；在超前于时代的行
业，个人也会陷入“有劲无处使”的状态。

与此同时，工作中缺乏进取与创新
精神，获得感低也是陷入低谷的重要原
因之一。只有从中收获快乐和幸福感，
才能让我们持续保持对工作的热情。在
工作中遇到困难，有的人会迎难而上，改
善工作方法，从而获得领导和同事的认
可，形成良性循环；也有的人过早地“躺
平”，慢慢被边缘化，获得感越来越低，从
而迷失在工作中。

就业指导专家表示，职业低谷是一件
平常的事，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低谷期的
表现也会有所差别。但整体而言，低谷期
有一些共通之处：一是收入不稳定，或者
长期没有增长，甚至出现下降；二是工作
时容易倦怠，不愿意在工作中付出努力，

常自我否定，感受不到快乐；三是在自己
的能力和素质上面，长时间没有提升。

那么，所谓的职业低谷期真的只是
“低谷”吗？我们虽然无法左右浪潮的方
向，但当浪潮涌来，我们是踏浪而行，还
是静待湮没，取决于个人的选择。

我们可以将职业低谷期比作“刹
车”，它提醒自己，奋斗的路途不是一马
平川的；它也是一次“复活甲”，能检查自
己的工作是否出现了问题，并在发现问
题后及时止损。

专家表示，面对职业低谷期，我们首
先要学会摆正心态，坦然面对；其次要去
分析问题，总结经验。不得不承认，在职
场中经历低谷期，多少都有一些我们自
身的原因。反思自身问题并总结原因，
可以尽量避免在之后的职业生涯中发生
类似问题。

越是身处职业低谷期，越能磨炼一
个人的心性。人的一生，没有随随便便
的成功，很多珍贵的感悟和宝贵的经验
皆来自于你用实际行动战胜低谷的积
淀。 李丹萍

他，曾是一个家境困难的农家
小伙；他，曾是一个在职校舞台上逐
梦的青年。现在的他，在自己的不
懈努力下成为了一名有理想、有作
为的新时代大国工匠。

在刚刚结束的第六届江苏技能
状元大赛上，李鹏龙摘得工业机器
人系统运维员项目的桂冠。他谦虚
地说，自己可能是比别人幸运一
些。但熟悉李鹏龙的人都知道，这
份幸运和他平时的努力和坚持不懈
的追求是分不开的。

李鹏龙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

家庭，因父亲有眼疾，全家人只靠母
亲打零工挣钱。初中毕业后，李鹏
龙想着学一门技术，早点工作挣钱
养家，于是报考了徐州技师学院，并
被学校的机电一体化专业录取。

“既然来了，就要扎扎实实学门
技术，将来也能靠这门手艺吃饭，改
善家里的生活条件。”李鹏龙暗下决
心。由于家庭条件不好，李鹏龙一
直努力争取拿到助学金、奖学金，给
家里减轻经济负担，而学校也给予
各项帮扶政策，大力支持他的学
习。在老师孟庆龙的眼中，李鹏龙
条件不是最好的，但却是最认真刻
苦、心思缜密、永不服输的一个。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每天
清晨，李鹏龙早早来到实训室，把整
理好的工具一一擦拭，准备迎接新的
挑战。每天晚上，伴随着熄灯号声，
李鹏龙走向宿舍，躺在床上，反复琢
磨老师给出的每一个技术要领。教
室、食堂、宿舍三点一线，除了吃饭、
睡觉，就是在学习、集训，自律的生活
注定成就了他不平凡的青春。

2019年8月，毕业后的李鹏龙
顺利入职徐工重型机械。为了提高
公司安全生产标准，李鹏龙主导对
焊接机器人安全门联锁进行整改，
这其中运用到的知识、技能与在校
所学的专业知识一脉相承、息息相
关。李鹏龙说，作为一名设备维修
人员，岗位虽小但是责任重大，只要
脚踏实地努力，一定会有收获。

沈仁轩

■■职场聊吧职场聊吧

应对职场欺诈不能应对职场欺诈不能““以恶治恶以恶治恶””

■■职场讲述职场讲述

从农家小伙到技能状元从农家小伙到技能状元

■■职业指导师职业指导师

如何面对职业生涯低谷期如何面对职业生涯低谷期

安保技能大比拼

扬州市总工会和市应急
管理局日前联合举办该市职
工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技能
竞赛，竞赛分理论和实操两部
分，旨在增强广大职工安全生
产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形成
人人学安全、人人懂安全的良
好氛围。

张丙涛 摄

第六届江苏技能状元档案
【姓名】 李鹏龙
【年龄】 22岁
【参赛项目】 工业机器人

系统运维员
【工作岗位】 徐州重型机

械有限公司设备维修工
【获奖感言】 通过这次大

赛，我学到了工业机器人周边
多种模块的应用以及各类通讯
方法。成绩只能代表过去，在
今后工作中，我将继续弘扬

“敢啃硬骨头，敢打硬仗，敢于
面对困难和挑战”的亮剑精神，
全力以赴助力徐工登顶全球工
程机械产业珠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