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应急包”给生命更多保障
□左崇年

�最近这段时间， 东莞南城第一国际汇一城近
百清洁工很郁闷， 因为 “长相” 竟成为决定工资
高低的标准之一。 年纪轻、 形象好的， 月薪1800
元； 其他的则为1650元， 而两者工作量几乎差不
多。 东莞人力资源局劳动监察支队队长何柱坚表
示， 这种行为属于明显的 “就业歧视”。 (10月15
日 《南方都市报》)

上个世纪70年代， 有一部朝鲜电影叫 《鲜花
盛开的村庄》 里有一句台词: “漂亮的脸蛋能长出大米
吗？” 如今漂亮的脸蛋不仅能长出大米， 还能涨工资，
长出 “生产力”， 长出就业的 “绿色通行证”。

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长相是爹
妈给的，长相因子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这叫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爸妈播下的种子，那是“定
型产品”，至于后天的“美”也是“人造美”与先天性
无关。我们当然希望世界上都是“美人国”，人人“高
富帅”和“白富美”，但这是神仙也不能做到的事。

一个人的美与丑， 标准是不统一的， “情人
眼里出西施”。 完全在于一个人的感官判别， 只是
相对而言。 世界上也没有绝对的 “美人”。 就连
“四大美女” 也有其美中不足。 卢梭说: “大自然
塑造了我， 然后把模子打碎了”， 所以世界上就有
了各种人等， 没有一个 “漂亮” 的统一模式。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人长得好看一点， 可以
“养眼”， 增加 “回头率”。 看见 “高富帅” 和 “白
富美” 就心生喜欢， 这很正常， 说明外貌对一个
人很重要。 但是， 现实生活中还存在以相貌取人，
甚至歧视 “矮矬穷” 的现象， 这就不恰当了。

可时下的 “美女经济 ” “眼球经济 ” 以致
“脱裤经济” 导致 “以貌取人” 的连锁反应， 而产
生了 “晕轮效应” 的偏颇。 清洁工， 是靠体力劳
动， 不是选美， 不是模特， 也不是服务需要的
“公关项目”， 不就是打扫卫生吗？ 有好看的脸蛋
难道就能 “扫帚不到灰尘照例跑掉”， 不扫自清？

相貌歧视久已有之， 也非常普遍。 一个非常
客观的事实就是， 在中国的就业市场上， 90％以
上的招聘广告均含有歧视性条款， 相貌歧视便是
其中之一。 相貌歧视是对一些人平等就业权利的
剥夺。 违反了就业法， 剥夺了劳动者平等就业的
权力。 以相貌论工资， 更是乱来。 清洁工以长相
定工资， 这样的 “土规定” 不卫生很垃圾。

导致就业歧视有历史的因素、 也有现实的因
素， 劳动力供大于求， 法律的不健全。 我国就业
市场不完善， 就业压力大、 竞争激烈， 给用人单
位滥用自主权， 自定土规定， 提供了挑三拣四的
土壤， 虽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和 《就业
法》 对就业平等有法律上的原则规定， “劳动者依
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 劳动者就业， 不
因民族、 种族、 性别、 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
但可操作性不强， 违法成本低， 从而导致这些规
定客观上形同虚设， 更助长了跟风者的 “胆气”。

法国思想家皮埃尔·勒鲁说： “每个人都潜在
地拥有跟其他人同等的权利。” 托尔斯泰说: “人
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 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 宽
容相貌、 尊重人格， 是一个社会进入文明形态的
重要标志。 以长相定工资， 凸显法律的短板需要
补齐， 除了一些特殊行业外， 如果用人单位把相
貌等作为就业的必要条件， 作为劳动报酬的依据，
从而使就业者不能平等就业， 就是严重的就业歧
视， 必须依法追究责任。 让用人单位付出代价，
唯此才能保证就业平等和社会公平正义。

■每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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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胜 ：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日前下达特急通知， 演员和社会
名人不得担任养生类节目主持。 随
着 “不看广告看疗效” 日益成为人
们的共识， 包括名人代言在内的电
视广告宣传早已失去了当年的魔力。
提升养生类节目质量应让其回归
“引领健康” 的公益属性。

任大米饭 ： 电视上铺天盖地的
养生栏目， 把大妈们忽悠的团团转。
好像不吃他们推荐的东西， 你就要
得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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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养生节目
别让大妈上当

超级主义者： 有61所高校1年申
报7个以上新专业， 黑龙江科技大学
竟申报56个本科专业！ 与此对应，教
育部近日发布近两年全国就业率较
低的本科专业名单中，全国有15个专
业被亮起“红牌”。 有些学校很坑人，
没教学实力，还开新专业，连课程都
不能安排好，太坑人， 毁人一生。

庆富 ： 被亮 “红牌 ” 的本科专
业， 很有可能被取消。 就业率绑架招
生专业， 不是新鲜话题， 社会各界对此
颇有忧虑。 高校专业的设置应该是动态
的， 要和社会实际需要相吻合。

专业就业率低
还应不应该设

■世象漫说

□漫画绘制 毕传国

“短命建筑”

詹华： 从2014年开始， 国家将每
年的10月17日设立为 “扶贫日”。 在
很多人眼里， 扶贫只是政府的事，好
像与多数人无关，更谈不上责任。 其
实不然。 如果一个国家始终有大量的
绝对贫困人口存在，其经济发展动力
不足、起伏动荡势出必然，最终会波
及每个人。 期待设立“扶贫日”能唤醒
人们的扶贫意识。

设立“扶贫日”
唤醒扶贫意识

“无手机课堂”宜疏不宜堵

近日， 广州耗资８亿建成的陈家
祠广场，仅使用４年时间，即因为地铁
建设需要“推倒重来”，引起公众广泛关
注。像陈家祠广场这样的 “短命建筑”并
非个案，沈阳五里河体育场、浙大湖滨校
区３号楼……这一个个响当当的建筑
在“青壮年”时期就被“推倒重建”令
人惋惜。（１０月１４日新华网）

13日是 “国际减灾日”， 为提
高市民的防灾减灾自救意识 ， 北
京市民政局联合中关村智慧减灾
救灾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 在
北京34个指定销售网点开售首批
3200套应急包 。 应急包分 4个种
类 ， 价格分别为 300元 、 600元 、
850元、 1000元。 这也是全国首次
推出家庭应急物资专卖店 。 （10
月14日 《新京报》）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
说， “家庭急救包 ” 还是个陌生
的概念 。 而从它的名字就可以看
得出来 ， 这是一种家庭面临突发
危急情况时供家庭成员避险自救
用的救生或逃生设备。

很多人可能有疑问， 这些突发
紧急状况都极为少见 ， 也许一辈
子都遇不到一次 ， 现在却要花费

几百块钱买一个 “家庭急救包 ”
放在家里 ， 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
我们确实可能一辈子都碰不到一
次地震 、 火灾 ， 但是一旦有人碰
上一次 ， 而身边又找不到急救或
逃生的工具、 设备， 那么这一次的
突发状况带来的可能就是一生的遗
憾。 换句话说， 对于和生命安危有
关的东西 ， 我们确实应该 多 点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的精神。

站在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看，
我们一生当中遭遇地震的概率可
能很低， 但是遭遇火灾的概率就比
遭遇地震的概率要高； 遭遇摔倒摔伤
的概率又比遭遇火灾的概率高了很
多。 可以说， “家庭急救包” 的出现
和推广， 等于是掀开了家庭减灾救灾，
也掀开了生命安全守护的新篇章 ，
值得肯定和推广。 □苑广阔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站在
你面前 ， 而你却在玩手机 ” ———
网上流传很广的一句话 ， 道出了
很多人的心声 。 10月10日 ， 广西
师范学院学生会发起 “无手机课
堂 ” 倡议活动 ， 21个活动试点班
级的学生率先响应 ， 体验上课不
带手机 、 主动上交手机 。 记者现
场探访发现 ， 课堂上 ， 虽然一些
学生早上上课前主动交了手机 ，
可才坚持一节课就后悔了 。 （10
月11日 《南国早报》）

怎么有效规范校园手机， 近年
来各地教育部门 、 学校可谓费尽
脑筋 ， 治理措施五花八门 ， 比如
屏蔽校园周围手机信号等手段 。
对于手机本身而言 ， 学生可利用
其拨打电话 ， 获取信息 ， 但许多

学生却迷恋其中 ， 不能自拔 ， 产
生 “手机依赖症”， 影响到了学习，
这当然不是家长和学校准许学生使用
手机的初衷。 那么， 学校是否一律没
收， 阻止学生使用手机呢？ 其实不
必 ， 对于规范校园手机 ， 应该宜
疏不宜堵。

作为教育管理部门 、 学校和
家长 ， 应开动脑筋 ， 权衡折中之
策。 比如说 ， 能否跟移动开发商
协商 ， 争取引进一批免费的校园
绿色手机 ， 该手机功能定位为拨
接电话 、 收发信息等有限功能服
务。 说到底 ， 规范校园手机 ， 简
单的一禁了之， 并非为师之道， 只
要集思广益， 宜疏不宜堵的绿色之路
就一定会越走越远。

□禄永峰

以长相定工资
此陋规使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