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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工作号可以把工作
集中起来处理，优势显而
易见，但似乎也不是万全
之策。实际上，随着职场
人的成长、工作情况的变
化，也会产生新的问题，甚
至重新陷入“失衡”的状
态。

从事金融行业的王女
士去年7月入职后，使用
工作号不过几个月，她就
开始后悔了：“入职培训
时，我看到别人用两个号，
也跟风注册了一个工作
号。可用了一两个月后，
我发现单独开个小号并没
有想象中那么便利。起
初，我觉得单设工作号能
将生活和工作‘物理’隔
离；可和同事们熟悉了以
后，我还是愿意让他们看
到我的生活状态。后来我
换了部手机，新手机不支
持用同一个手机号设两个
微信账号，所以有段时间
我必须用两部手机，又麻
烦又招摇。”王女士皱着眉
头说，“现在我是进退两
难。想把大家合到一个号
里，但是工作上的领导都
在新号上，我不好意思捅
破这层窗户纸，只好硬着
头皮继续用下去。”

“刚开始觉得工作是
‘猛虎’，是令人害怕的东
西，久了之后发现工作中
的每一个人都是普通人，
包容度其实挺高的。”用了
一年的工作号后，王女士
有了新的感悟，“如果再给
我一次机会，我不会弄两
个号。我觉得，想把工作
和生活完全分开，几乎是
不可能的。”

经营两个账号，谨慎
地区分每个人，让有两个
手机账号的胡女士颇感疲
惫。“我把工作号想得太理
想化了。工作时间久了，
我有了自己主管的项目，
责任也多了，即使是休息

时间，工作也不能完全撒
手不管。无论有几个号，
工作上真有急事肯定还是
能联系到的，无法通过‘小
号’屏蔽。”胡女士说，建一
个工作号听着简单，可实
际用起来挺花费精力的，

“我得仔细斟酌哪个人加
哪个号，是同事还是朋友，
无意间就‘先入为主’地划
分了。有时候不小心加错
了号，还会给自己添堵。”

“面对职场，越来越多
的人选择建工作号，其实
是出于无奈。”被公司统一
头像要求困扰的刘女士
说，现在大家都离不开手
机，如果能够妥善协调工
作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保
障下班后有属于自己的私
人空间，没人愿意去折腾

“工作号”。高强度、快节
奏的社会里，仅靠职场人
自己难以处理好工作与生
活的关系，还需要社会层
面的关注。

“以微信为代表的社
交媒体，成为人们工作生
活的主要平台，也带来了
公私不分的挑战。这是当
下职场人的困境，企业和
社会应该重视员工的个人
需求。”中国人民大学公共
关系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
为，现在的年轻人和“前辈
们”有着日益加深的代沟，
他们希望公私分明，并追
求生活与工作的适度距
离，这使他们看上去像是
在和以往的社会文化进行
一种抗争。新生代年轻人
更加注重生活与工作的平
衡，希望在工作与个人生
活间界限分明，建立工作
号更像是一种无奈的自我
保护。对企业来说，合理
地安排员工的工作，在追
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
关注员工的生活状态，以
人为本才更有利于长期发
展。 （北京晚报）

用“工作号”对接工作 用“生活号”记录生活

两部手机能把工作生活分开吗？
“入职前，先建了一个专门用

于工作的小号。上班时用工作号
对接工作，下班后用生活号记录
生活。”入职季来临，许多年轻人
提前准备了专门用于工作的“小
号”；有的人嫌在一部手机上切换
账号不方便，特意准备了两部手
机。互联网时代，人们享受便捷
沟通的同时，也面临着工作与生
活界限模糊的挑战。职场中，越
来越多的员工选择用两个手机账
号，以期在忙碌的工作和个人生
活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

“上班时间在上班，下班
时间还在上班。”这是不少打
工人对自己工作状态的吐
槽。于是，在写字楼里、通勤
路上，经常能看到带着两部
手机上班的人。他们一边用
私人手机浏览信息，和家人
朋友聊天；一边应付工作手
机上的信息，时不时地回两
句语音。还有更“狠”一点儿
的人，会把工作手机直接留
在单位，下班后只带着生活
手机回家，“彻底”回归个人
世界，拥抱私人生活。

“休息日每次打开手机，
我都心惊胆战的。如果弹出
的消息是朋友发来的，我会
长舒一口气，庆幸不是单位
找我干活儿！”已经工作了三
年的小李说，自己本来只有
一个账号，可断断续续的工
作信息让他一直“下不了
班”。为了划清工作与生活
的界限，小李建了一个专门

用于工作的小号。“用工作号
对接工作，用生活号记录生
活”，几乎是每个建立工作号
的打工人的初衷。

在文化行业工作了六年
的沈女士，社交账号上的好
友已经有 2800 多个了，大
部分都是通过工作添加
的。沈女士觉得，这其中许
多人只是单纯的工作关系，
甚至只有一面之交，她不想
把自己的生活状态展示在
这么多陌生人面前，而挨个
设置好友权限实在是太麻
烦了。“我最近一直有新建
个小号的想法，但工作久了
再想换号就很麻烦，重新加
好友时还得挨个解释一遍
原因，太难操作了。身边有
刚入职的后辈问我，我都会
建议他们工作之初尽早弄
一个工作号。”

“我觉得单独弄个工作
号特别有必要。”7月份刚刚

进入零售行业的尹女士，使
用单独的工作号已经一个
多月了。她并不是简单地
将同事们全加到新号上，而
是有自己的判断标准：“我
是有边界的。公司的领导
和同事，天天一起打交道
的，我会加到原来的号里，
因为我们的工作氛围很友
好，大家会互相分享生活；
但平时没什么来往、只有

‘一面之缘’的人，因为不想
产生过多交集，我会放到工
作号里去。”

尹女士坦言：“我在生活
号上只发自己生活上的事
儿。而在零售行业，经常会
接触到其他公司的人，他们
大部分也是销售。一旦加
了微信，为了拉业绩、拉客
户，他们会时不时地回访或
者推荐新产品。我既不想
看他们的动态，也不想让他
们看到我的动态。”

采访中很多年轻人谈
道，建立额外的工作号，可以
让职场人更清楚地区分工作
与生活的界限，保护自己生
活的一方空间。

对小学教师张女士来
说，建立工作账号不仅将她
从工作压力中“解放”了出
来，保留了分享生活的一片
天地，而且有利于她在工作
中保持职业形象。工作四年
来，她一直使用专门的工作
号和学生家长分享教学日
常，而在私人号上她可以无
拘无束地和朋友们分享生活
状态。在她看来，在家长和
学生中维持教师的职业形象
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我是个年轻老师，教学
经验少，很多家长还不太信
任我的能力。用专门的工作
号，可以让家长和同学们只
看到我严肃、专业的一面；如

果公开分享太多有关吃喝玩
乐的私人生活，我担心会在
家长中带来不好的影响。”张
女士说，工作号的头像和名
字她都会慎重考虑，不会随
意更改。但私人号就自在多
了，不存在这么多顾虑。她
平时爱旅游，偶尔也会打打
游戏、唱唱歌，但这一面的自
己她只会在私人账号中展
现。

如何保护隐私也是让职
场人纠结的一大“痛点”，在
外企工作的谭女士就非常在
意这一点。“如果在公司的电
脑登录私人账号的话，公司
的电脑上会留下痕迹，调取
数据后还能看到聊天记录。
我会登录专门的工作账号处
理工作、对接客户，私人账号
只在自己的设备上使用。我
不想被公司的任何人看到我
的个人生活，哪怕是一点儿

我都会觉得焦虑，所以工作
号是我的‘必选项’，能让我
感到安全。”

除了主动选择工作号来
维持职业形象和保护隐私，
有些单位的硬性要求让员工

“不得不”用两个号。在一家
物业公司上班的刘女士说，
自己所在的公司有卖房的业
务，公司经常会要求员工在
朋友圈发一些广告和宣传图
文。前一阵她按照公司要求
换上了统一的头像，头像是
红底黄字，上面统一的“0首
付住现房”的广告语让人很
是无语。“连我女儿都来问
我，是不是换工作去卖房
了？这让我很困扰。我想找
机会再建个工作账号，把工
作的内容从我的生活中分离
出去，这样我才会更专注地
面对工作上的要求，而在生
活中减少烦恼和压力。”

“工作号”成了职场必备

“生活号”保留私人空间

两个号没有看上去那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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