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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两次被封控
生活工作两不误

张睿是沪上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她近期的

经历有点“魔幻”。上周三傍晚，单位被临时封

控，她和几位同事一起吃住在出版社了；上周

六晚，出版社解封，她回到罗秀路附近的家里，

第二天一早醒来，小区也被封控了！

“之前因为我被困在单位，老公就把3岁

的小女儿送到亲戚家照顾了，现在10岁的大

女儿跟我们夫妻两个住在封控小区里。每天

大女儿上网课，我在家办公，老公负责照顾我

们两个，除了想念小女儿，我觉得一切都挺

好！”张睿说。

小区里的菜市场照常营业，加上家里本来

的“囤货”，这几天他们吃得挺好，“还可以自己

做几顿火锅解解馋”。读四年级的大女儿自己

上网课，还每天在家练舞，很少让爸爸妈妈操

心。张睿从单位带回两本待编辑的书，还清空

电脑装了专业编辑软件，居家办公时间内打算

“吃下”这两本书的编辑工作……

张睿觉得这样的安排已经非常幸运了，因

为她也看到朋友圈有人抱怨居家办公。有人

玩笑道：“居家亲子关系我倒是没担心过，毕竟

孩子是自己生的，但是夫妻关系就堪忧了，昨

天居家第一天，我瞟了老公12次，用拳头揍了

他8次，用腿踢了他7次，还骂了他N次。N天

后会不会民政局见？”也有人感叹：“我怀念出

去上班的日子，我怀念娃去学校的日子……”

只要有事做
居家也不能“划水”

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的小舒，对于居家办公

就更加“驾轻就熟”了：“我们平时出差或者在

上海出外勤，也是带电脑的；2020年初，我们

也曾经有两三个月全部居家办公，所以上周末

公司宣布，本周开始，公司几千人全部居家办

公，大家都挺能适应的。”

在小舒看来，要更好地居家办公，公司在

平时就应该完善远程办公的软件和机制建设，

“我们是互联网公司，这方面比较强大，现在居

家办公，开视频会跟平时几乎没差别；我有事

情需要同事协作，一个共享文档就可以解决大

部分问题。有人觉得居家了可以‘划水’了，但

只要分工明确，就是‘事情推着你走’，效率还

是有保证的。”

小舒觉得，居家办公虽然能省下往返两个

小时通勤时间，但毕竟与同事不是面对面，沟

通的成本更高，所以可能一天花在工作上的时

间反而要更长些。“同事之间也比较自觉，上午

9点大家都‘在岗’了，晚上6点半之后，如果不

是特别急的事情，都会留到明天再说。”

各方多谋划
居家也能高效率

网上有人这样形容居家办公的状态：“今

日状态：呼吸正常、体温正常、饮食正常、精神

失常、体重异常”。要避免这种“副作用”，一方

面，用人单位要充分信任并适度关怀居家办公

员工，同时也要提供与之匹配的管理流程、设

备支持等。

另一方面，居家办公的员工也可以自己想

些办法，比如有网友支招：1.有条件的话配备

人体工学椅、电脑支架（挽救脆弱的颈椎）；2.

尽量隔开工作区域和休息区域，避免生活工作

过度交叉；3.添置一个咖啡机或者手冲套组，

咖啡香气提神醒脑且心情愉悦；4.找个时间做

运动，吃更健康的食物。

其实，居家办公不仅仅是当前疫情下的权

宜之策，更可能是未来很多公司常态化、制度

化的办公方式。国际上，亚马逊、谷歌、微软、

苹果等头部高科技公司，每周只要求员工来公

司1-3天。国内，携程从3月1日起推行混合

办公制度，员工可申请每周三、周五中，选择

1-2天在家或咖啡厅、度假酒店等地方上班。

根据携程此前的实验，“居家办公”提高

了员工13%的绩效，员工具有更高的满意度，

工作离职率下降了50%。作为倡导者的携程

董事局主席梁建章认为，混合办公制度的推

广是企业、员工和社会的多赢，不仅在不影响

效率的情况下提升员工的满意度，还有利于

减少交通堵塞、环境保护；缓解高房价和地区

间差异；有利于家庭和谐、女性职业发展和提

高生育率。 本报记者 金志刚

疫情之下的“应急之策”悄悄改变打工人的生活——

居家“闭关”如何高效办公？

周钰在上海南京西路商圈上班，家住江苏苏州花

桥，而像她这样的沪昆通勤族，在花桥数以万计。本周

一凌晨，花桥将沪昆通勤人员的防疫政策从原来的“3+

11”升级为“7+7”，即居家7天、健康观察7天。

此前因为苏州疫情，当地政府要求出花桥的人员需

要提供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这让周钰两天就要去

附近医院做一次核酸。更令她觉得疲惫的是原本就漫

长的通勤时间被拉长了一倍。苏州疫情发生后，上海地

铁方面暂停了轨交11号线花桥三站的运营，周钰只能从

家先乘公交车至沪苏交界处，随后再步行至11号线安亭

站乘地铁，“以前来回需要3个小时多，这以后就变成了

接近6个小时，太累了。”

作为一名外企采购，周钰需要跟全球各地客户沟

通，打电话和视频会议沟通是她每天的基本操作。“这份

工作其实并不会因为办公地点的改变而影响太多。”居

家办公后，周钰现在早上起来跑步，8时就可以开始工作

了，比在办公室提前一个小时，反而提升了工作效率。

此外，居家办公后，她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从老家

来的父母。由于她家的楼栋紧挨着吴淞江，与青浦隔河

相望，因此父母行程卡上一直显示到过上海，可实际情

况却是他们从未到过上海。最后父母打电话给运营商

提出要求核实信息，得以成功摘去星星。“这样的好处就

是，我们家有一个可以到小区对门的超市买菜购物的人

了，因为小区只允许行程码不带星的人出入小区。”

本报记者 杨硕

深夜12时，郝文彬和妻子双双合上笔记本电脑，结

束了一天的居家办公。他走到厨房，打开一瓶气泡水，一

口气灌下，“不敢喝可乐，最近去不了健身房，会胖。”

上周末，这对85后小夫妻接到各自公司的邮件，从

本周一开始居家办公，“二拖一”的宅生活就此启动。昨

天早上，妻子到家门口的小菜场买好两三日所需的蔬菜，

郝文彬负责烧早饭，喂饱女儿。

时针指向9时，在医药公司从事数字化管理的妻子

抱着笔记本电脑走进书房，开始视频会议。郝文彬则留

在客厅，一边登录办公软件，一边指导3岁的女儿打开学

习机。“让她看看有声绘本、认认字，还有背古诗，然后跟

着念英语儿歌、写写数字，小朋友注意力集中的时间不是

很长，所以要不断地派任务给她。”他必须“一心二用”，既

要关注女儿的各种需求，又要盯着工作群和邮箱，先处理

简单的事务。

午饭简单吃过，女儿午休，夫妻俩继续工作到下午5

时许。接下来直到晚上9时许女儿进入梦乡，都是家庭

时间，而高强度、系统性的工作都留给了深夜。唯有此

时，作为船舶设备工程师的郝文彬才能画好一张复杂的

设备原理图。

“2020年初，我们就居家办公过一段时间。有了那

段经验，现在从容多了，其实就是把工作化整为零。”他

说，昨天和海外同事开会时，韩国同事说他们一家四口都

染上了新冠，目前正在恢复中。“相比之下，我们能够健康

地居家办公，已经是一种幸福。” 本报记者 张钰芸

3月1日，陆彬所在的小区因发现一例确诊病例，进入

封闭管理模式。他是上海移动10086的客服工作人员，平

时在海伦西路上的上海移动在线营销服务中心工作。“公

司早做好了疫情工作预案，已经提前为我配备了居家办公

所需要的设备，以及强有力的后端支撑团队。现在客服人

员的电脑里都有为用户服务的系统，经过快速的调试、测

试，我们迅速无缝切换。”

让陆彬感到安心的是，父母和自己同住一个小区。“我

和老婆都居家办公，小孩才2岁。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

每天父母就过来带孩子，负责烧饭；我就到父母家，专门辟

一个房间做了一个‘临时客服间’。”陆彬笑言，如果没有父

母帮衬，一家三口的生活可能“招架不住”。

疫情期间，通信方面的咨询问题特别多。“比如，有客

户反映家里宽带有问题，孩子上网课有卡顿、掉线情况。

客户非常着急，我都是先电话指导，解决不了再迅速请团

队支持，以最快速度赶到居民家中现场处置。”陆彬直言，

居家办公的话，原来可以与同事当面沟通确认的，现在也

可以通过电话联系或是云视讯视频沟通，但工作环境不如

在公司安静。“小区封控期间，我们做了5次核酸，工作会

被打断，我也积极调整心态，乐观面对，将影响降到最低。”

3月15日，陆彬所在的小区解封。父母一大早赶到了

附近的菜市场，买回大包小包好多菜。尽管网上买菜并没

有影响全家人的伙食，但菜场里热腾腾的烟火气还是让人

心生欢喜。由于近期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陆彬将继续

居家办公。 本报记者 叶薇

沪昆通勤族
牺牲自由度 省去奔波苦

居住的小区或楼幢封控，居家办公；单位大楼封
控，没进单位的员工也只能居家办公；家和单位都没
有封控，但公司为了防控疫情，同意甚至鼓励员工居
家办公……近期，“居家办公”成了绝对的高频词。
把生活和工作“混”在一起，几家欢乐几家愁？这

种办公方式，是疫情之下的“权宜之策”还是会演变成
一种“长久之计”？

调查①

85后小夫妻
办公又带娃 也很从容

调查②

10086客服
在父母家 辟临时客服间

调查③

▲

花桥沪昆通勤族
中不少人居家办公
本报记者 杨硕 摄

▲ ▲ 张睿在家校对书稿，10岁的大女

儿自己上网课，让她省心不少

采访对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