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安部在其主办的 “2015食品药
品安全刑事保护论坛” 上， 提到了 “国
际食品包装协会负责人董某某涉嫌敲诈勒
索案”。 有媒体称， 自诩为 “食品安全与环
保卫士” 的董某某之所以能量超凡， 与
“国际食品包装协会” 所领头衔不无关联，
而 “国际食品包装协会” 则是 “牙防
组 ” 翻版 ， 是纯粹为敛财而成立的
“野鸡协会”。 （10月26日人民网）

网曝一名身穿制服的女子在
朋友圈发帖称， “环卫节 ， 一群
行尸走肉 ”， 另附上环卫工人照
片。 此帖经网友转发 ， 引发大批
网友指责。 经查实 ， 该女子属瓯
海环卫处的一名协管员 。 23日上
午， 记者从瓯海区城市执法与行
政执法局获悉， 协管员吴某已经
递交辞职信。 该局考虑到事情已
造成严重后果 ， 同意吴某辞职 。
（10月23日 《成都商报》）

环卫工的工作很累 ， 累到休
息的时间和场所都无法保证 。 每
逢看到环卫工的辛苦 ， 我们也都
从不吝啬同情心， 也会力所能及
去帮助环卫工人 ， 可在现实中 ，
却仍然有许多人是不尊重环卫工
的， 侮骂、 甚至动手打人 。 这样
的例子实在不少 。 虽然有一个
“环卫工人节”， 可仅凭一个节日，
并不能提高环卫工的职业地位 ，
并不能保障环卫工人的职业尊严。
一个人的侮辱性语言所带来的影

响并不会太大 ， 但毫无疑问 ， 对
环卫工人的偏见却是像烙印那样
深刻于许多人的心间 。 一个人的
侮辱终究会消失， 但职业尊严呢？
这就需要不断提高环卫工人的职
业待遇 ， 让他们工作得有尊严 ，
能够有体面的劳动 ， 能够获得该
有的尊重。

□郭文斌

侮辱环卫工人令人痛心

李忠卿： 在自动化设备高速发
展的今天， 银行的ATM自动取款机
成为不少市民首选的取款渠道， 但
记者在走访调查中发现， 多数老年
人对自动取款机 “望而生畏 ”。 银
行理应预见到老人的需求， 虽然银
行卡很便利， 但对老人而言却是短
板， 据此， 笔者建议银行方面不妨
满足老人对取工资方式的不同需
求， 该用存折的就提供存折。

■每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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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让学生爱上你的课
而不是你发的红包

艰苦岗位遇冷
需要政策增温

■世象漫说
“野鸡协会” 银行卡是很便利

老人不会用咋办

□赵顺清

■长话短说

对“朋友圈”信息
要提高“免疫力”

□韩睿

�近日， 深圳一女子举牌控诉， 呼吁 “将熬夜
衰老列入工伤范畴”， 牌子上这样写着： “年龄不
到二十八， 加班熬夜变大妈， 爱情工作都遭殃，
要求衰老算工伤。”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女子穿着光
鲜靓丽， 但容颜憔悴衰老。 据了解， 该女子今年
25岁， 因在公司经常熬夜加班， 容颜加速衰老，
导致爱情事业双失意。 她愤愤不平当街控诉， 呼
吁 “衰老算工伤”。 （10月25日中国之声）

女白领要求 “熬夜衰老” 算工伤， 虽然有些
言过其实， 但其背后反映的诉求比如常年加班上
夜班的现象， 并非不合理， 应该加以重视。

在一些人尤其是企业老板看来， 女白领呼吁
减少加班和熬夜固然是应有的权利， 但举牌控诉，
呼吁 “将熬夜衰老列入工伤范畴” 就过了， 甚至
是小题大做， 是胡闹。 他们认为， 企业哪有不加
班的， 加班哪有不熬夜的， 不愿干可以辞职走人
啊。 企业这样说与做， 无疑反映了一种强权， 不
大厚道， 也不地道。

在我看来， 无论从劳动法还是人性关怀的角
度讲， 加班对人的身体生理健康都是有害的， 每
月加班超过36小时还是违法的。 一个想要做大做
强的企业， 谋求可持续发展， 就必须减少或者杜
绝加班， 至于夜班， 能调整就调整， 能取消就取
消。 靠加班加点增收创效， 不是一个规范企业应
有的常态。

有企业甚至振振有词， 我让职工加班， 支付
了加班工资； 上夜班， 发放夜班费了啊！ 当然，
诚能如此， 说明这个企业还有良心， 还知好歹。
因为不如此就是违法， 盘剥或者侵害了职工的合
法权益。

即便支付了加班工资和夜班费， 这里还有如
下问题：

第一， 加班可以， 但不能无度， 也就是不能
违法， 每月加班不能超过36小时， 还得职工自愿、
工会知情。 第二， 支付的加班工资是否按照法定
要求执行， 即在日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延长工作时
间的， 应按照不低于小时工资基数的150%支付加
班工资； 在休息日工作的， 应当安排其同等时间
的补休， 不能安排补休的， 按照不低于日或者小
时工资基数的200%支付加班工资； 在法定节假日
工作的， 应当按照不低于日或者小时工资基数的
300%支付加班工资。 第三， 安排夜班还要考虑生
理性别， 劳资协商， 符合自愿原则。

科学证明， 加班和夜班对人的伤害都是很大
的， 加班会导致身体疲劳、 生理紊乱， 头疼晕眩
低血糖， 严重者还会导致爱情失意， 影响家庭生
活； 夜班的危害就更多了， 会造成视力变差、 记
忆力越来越差、 肌肤状态变坏、 免疫力低下， 还
容易导致高血压。 按照专家的话说， 加班不一定
导致衰老， 但经常熬夜确实会对健康造成影响。

加班熬夜具体到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程度的伤
害， 但实事求是地说， 将熬夜衰老列入工伤范畴
显见也是以偏概全， 不太现实， 而且衰老跟基因、
环境、 饮食、 心理有很大的关系， 不是某个单方
面因素决定的。 因此， 建议企业从可持续发展的
思路考虑， 尽量提高效率， 或者增加人员， 减少
加班， 真正重视员工的诉求， 科学安排， 人性关
怀。 职工呢， 有问题也可以向劳动部门或者工会
反映。

当然， 对于一些违法经营、 靠加班夜班盘剥
职工的企业， 执法部门应果断亮剑， 依法追究，
不能让非法加班和夜班侵害职工的健康身体和合
法权益。

刘昌海： 扬州一高校老师放大
招：只要不逃课 就给你发红包。 作
为老师来讲， 应该让学生爱上你的
课，而不是爱上你的红包。 当人做一
件事情是靠金钱驱动的时候， 如果
没有了金钱的刺激， 那么很可能就
坚持不下去。 老师应该告诉学生，按
时上课既是自己学知识的需要，也
是尊重学校教学规则的必须。

随着人们对手机 、 网络社交
的依赖越来越强， “朋友圈” 作为
一个网络熟人社会， 逐渐渗透到生
活的各个角落。 但由于 “朋友圈”
属于封闭式传播环境， 自我纠错能
力弱， 广告、 谣言便充斥其间， 严
重污染了 “朋友圈” 的社交生态。
（10月25日 《人民日报》）

应该说， 在生活节奏紧张的现
代社会， 进入微信圈里的人， 大多
数是朋友、 同学或兴趣相近的人，
大家在这里相互交流 、 倾诉 、 分
享、 互动， 充实业余生活。 从某种
程度上讲， 微信是现代人的私人空
间、 隐私空间， “朋友圈” 里都是朋
友， 消费的也是信任度， 看到好友发
的信息， 转吧， 根本不了解实情， 不
转吧， 又怕得罪朋友。 长期以来，
面对 “朋友圈” 越来越多的不实信
息， 看重人情的国人经常很纠结。

如今， 新广告法实施了， 根据
新广告法第55条规定， 广告发布者
如果发布了虚假广告， 由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没收广告费用并罚款， 广
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
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 如此一来， 在 “朋友圈” 不转
发广告也有了法律 “挡剑牌 ” ,从
此以后， 大家看到广告完全可以遵
从一个原则， 那就是 “从此面子是
路人， 遵纪守法才是王道”。

看到 “朋友圈” 消息， 要提醒自
己， 对待信息要冷静理性， 要注意甄
别真假， 切勿随手转发。 □张培国

少年杀手冷血让人震惊和反思
据中国之声 《新闻纵横》 10月

25日报道 ， 近日 ， 湖南邵阳市邵
东县一位小学女教师被三个未成
年学生杀害一事 ， 引发了社会广
泛关注 。 三名才十多岁的少年制
造的这起杀人案， 连破案的刑警也
感到震惊。 邵东县公安局刑侦大队
办案刑警胡灿说 ， 审讯三个人的
时候， 他们的表现让办案人员很
惊讶 ， “太平常了 ， 太冷静了 ，
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

未成年杀人嫌犯如此冷血令
人震惊， 发人深思。

其一 ， 其反侦查能力令人惶
恐。 他们先用棍棒击打女老师的
头部， 继而追打至厕所 ， 并用毛
巾捂住女老师口鼻 ， 致其死亡 。
作案之后把尸体藏在床下 ， 把现
场的血迹用墨水进行喷洒 ， 然后
再用抹布拖把把血迹现场进行了
处理， 还把老师的宿舍门反锁了，
延长了发现案件的时间 。 那么 ，
其反侦查能力来自何方？ 窃以为，

来自诲淫诲盗的凶杀电影电视尤
其是网络暴力游戏。

其二， 其生长环境令人忧虑。
据报道， 3人当中有2人是留守孩
子 。 留守孩子是一个社会问题 。
2012年9月， 教育部公布义务教育
阶段留守儿童2200万 。 如今三年
过去 ， 这种情况并未见好转 ， 而
且多例事实证明 ， 留守儿童正成
流浪儿童新来源， 或被操纵走向
犯罪， 或自发形成犯罪。

其三 ， 好学生怎么沦为杀人
犯？ 三名少年杀手中， 一名 “奖状
贴满墙”， 是老师和学校眼中的好孩
子、 乖孩子。 好学生怎么沦为杀人
犯？ 应该说， 有家庭的原因， 社会的原
因， 还有学校的原因， 少年杀手能屡
屡获奖， 至少学校懵懂或曰失察。

不管怎么说 ， 少年如此冷酷
与冷血 ， 都警醒我们 ， 亲情不可
缺少 ， 教育不可缺失 ， 监管不可
缺位。 而且， 刑不下少年之法律，
也应修改。 □石南

“熬夜衰老”算工伤
诉求值得重视

武西奇： 2016年度国家公务员
考试报名结束。 不过， 仍然有2000
余岗位竞争比不足3:1； 同时还有
158岗位 “零报考”。 从新闻披露的
信息看 ， 这158个职位中有80个来
自西部边远地区， 无人报考岗位多
是县级以下基层职位。 改变国考报
名岗位冷热不均现象， 要靠出台政
策进行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