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天休假”
不仅是为了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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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朋友圈集赞
不是馅饼是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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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

敲诈

■有感而发

胡艺： 湖北省政府办公厅日
前印发 《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
资和消费的实施意见》， 提出鼓
励错峰休假和弹性作息， 有条件
的地方和企事业单位可根据实际
情况， 依法优化调整夏季作息安
排， 为职工周五下午与周末外出
休闲度假创造有利条件。 国家已
经实施了带薪年休假制度， 但法
律制度并没有被用人单位敬畏。
每到法定节假日，员工“被加班”
的报道总是不期而至。 鼓励推广
2.5天休假模式，其意义不在于旅
游， 而是激活民众休假意识。

毕业季别让“烧钱”唱主角

少一点戾气 多一点和气

■每日观点

□袁浩

整治保健品违法广告要乘胜追击

整治保健品违法广告不
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法制善意
要转化为实效，更有效地保护
社会公众、 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 促进广告业健康发展，还
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监
督执法力度，乘胜追击。

蛐蛐苑： 相信很多市民都遇
到过， 微信朋友圈中只要集到一
定数量的“赞”，就可以获得相应
企业或商家的礼品。这种“实惠”
似乎得来不费吹灰之力， 但记者
从秦淮警方获悉， 这其中隐藏着
不少陷阱，附加消费、套取用户信
息等情况时有发生。 希望广大网
友少点贪图便宜的心理， 多点理
性和防范意识， 不要被商家的小
恩小惠所诱惑。即便真参加，也要
充分了解微信集赞赠送活动的游
戏规则，避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工资不分包”
让农民工吃上“定心丸”

国家工商总局在2016年全国
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公布的监测
数据显示， 新 《广告法》 颁布以
来， 普通食品广告违法率下降了
86.41%， 保健食品广告违法率下
降了94.62%， 全国工商、 市场监
管部门加强食品广告监测， 严打

违法食品广告取得了成效。 （6
月20日 《人民日报》）

要问现在什么广告最火？ 中
国企业发展能力研究中心主任陈
竹友给出的答案是酒类广告、 药
品和保健品广告， 而这也成了虚
假广告的 “重灾区”。 医疗广告
中经常会冒出各种各样的 “奇
迹”： 用了某某药， “瘫子能走
路”、 “哑巴会说话”、 “胖子变
模特”、 “慢性病能根治” ……
为了专门利用人们 “病急乱投
医” 的心理， 夸大宣传、 承诺疗
效等违规违法的宣传招数频频出
现， 这直接损害了百姓的利益。
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广告司提供的
信息， 由于虚假医药广告、 误导

等方面的原因， 我国每年大约有
250万人吃错药， 因此致死的个
案更是时常见诸报端。

为了回应群众关切， 保障消
费者合法权益，过去一年来，国家
出台的新《食品法》与新《广告法》
等政策文件， 都加强了对保健品
行业的约束，特别是去年9月1日，
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广告法》
正式实施，、无疑为违法广告特别
是保健品领域的违法广告戴上了
紧箍咒。而从实际执行的效果看，
新《广告法》颁布以来，各种食药
广告的违法率也确实有了大幅度
下降。看到这样的消息，公众或许
可以稍微松口气了———少了些违
法广告的骚扰， 也就多了份安全

方面的保障。
新广告法规范了原广告法存

在的一些问题， 解决了社会公众
反映比较强烈的一些广告乱象，
在制度层面更加完善、 健全、 合
理。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整治保
健品违法广告不可能毕其功于一
役， 法制善意要转化为实效， 更
有效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促进广告业健康发展， 还需要有
关部门进一步加大监督执法力
度， 乘胜追击， 对违反广告法的
企业和个人， 无论名气有多大、
本事有多强、 后台有多硬， 都坚
决曝光、 一查到底， 绝不掩着护
着。 同时， 建立曝光违法广告的
经常性发布机制和发布平台， 使

曝光违法广告常态化， 对违法广
告， 不能停留于 “查处了” 这一
步， 还应广而告之， 通过官方发
声消除违法广告所带来的不良影
响， 使公众能及时从违法广告的
虚假宣传中走出来， 更为消费者
走民事维权之路提供权威依据。

总之， 对违法广告必须采取
“零容忍” 的态势予以惩治， 这
是新广告法 “史上最严” 的具体
要求。 只有在保持已有的整治保
健品违法广告成果的基础上， 乘
胜追击， 加大保健品违法广告监督
执法力度， 让保健品由 “门槛低”、
“利润大”、 “宣传滥” 所产生的
“烂疮” 最终得到根治， 才能还保
健品行业一片纯净的天空。

北京海之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控制人陈瑞刚， 以
广告代理名义实际运作了两家网站的环保、 能源频道，
利用在频道内有发布报道的权限， 陈瑞刚以负面报道
相要挟， 强迫6家企业支付350余万元的 “广告费” 和
“宣传费”。 该案为国家网信办牵头， 联合工信部、 公
安部等部门联合开展的 “网络敲诈和有偿删帖” 专项
整治工作典型案例。 （6月20日 《北京晨报》）

□赵顺清

“总包公司直接发工资 ，
用工单位想欠薪也欠不了 。”
听了工友的解释， 李永庆恍然
大悟 ： 来成都打工已3个月 ，
每到月末发薪日， 他都会去银
行查询薪水是否到账。 令他困
惑的是， 工友们却从不担心被
欠薪。 原来， 是 “劳务分包、
工资不分包” 的制度给大家吃
了定心丸。 （6月20日 《人民
日报》）

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历来
受到社会舆论的热切关注， 这
绝不仅仅是因为农民工群体在
社会地位中所处的相对弱势，
从而导致他们的权益更容易受
到侵犯， 还因为在我们的社会
思维当中， 有着公平与正义的
普遍存在。 也正因为此， 所以
我们的社会才能日趋和谐与稳
定， 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等不
良现象也才能够日渐减少。

维护和保障农民工权益 ，
是党和国家以及各级政府、 组
织一直高度重视的工作， 随着
建立征信 “黑名单” 等强制或
限制性措施的陆续出台， 使农
民工维权更加多了许多制度性
保障。 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某些看似
管用的保障措施仍然存在着难
以落在实处的问题。 这也是为
什么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一直没有从根本上杜绝的一个
原因。

所以， 在笔者看来， 四川
省自2014年以来着力推行的
“劳务分包、 工资不分包” 制
度， 着实称得上是一剂维护农
民工权益不受侵犯的 “良方”。
由总包企业直接发放农民工工
资的做法 ， 不仅一下子 锁 定
了 农 民 工 工 资 的 具 体 支 付
关 系 ， 并 且 从 根 本 上 解 决
了 劳 务 费 用 层 层 分 包 以 及
劳 务 分 包 企 业 、 包 工 头 等
难担责 、 难尽责的源头问题，
难怪被广大农民工兄弟誉为是
吃了一颗 “定心丸”。

由此也可见， 农民工权益
保障问题并非是一道无解难
题， 关键还在于所制定的各项
保障措施能否真正落在实处，
是否便于执行。 □乔木

一年一度的毕业季来临， 即
将离校的大学生们， 一边忙着求
职面试， 一边用毕业旅行、 毕业
写真、 散伙饭等方式纪念着即将
逝去的大学时光。 国内一家知名
人才交流网站日前公布的一项调
查报告显示， 多地大学生 “毕业
季消费” 已超过当地平均工资水
平， 近三成毕业生毕业季花费超
万元。 (6月20日 《扬子晚报》)

“毕业旅行”、 “毕业聚餐”、
“毕业照” ……不知何时， 大学
毕业季悄悄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
“仪式”， 正如我们越过越多的节
日。 狂欢似乎成为 “毕业季” 的

代名词 ， 聚会 、 旅游 、 拍照留
影 ， 这些既是对过往友情的纪
念， 又是人生重要阶段的总结，
本也无可厚非， 但越来越热的毕
业季 “烧钱” 又让这个本该单纯
的仪式不经意间沾染了世俗、 攀
比 、 盲目甚至虚荣渐渐失了本
真 ， 最终有些变味 。 除去找工
作、 租房等 “刚需”， 毕业季开
支中的大头就花在这些 “烧钱”
的纪念活动上， 其中除了一部分
花费来源出自大学期间的勤工俭
学、 实习兼职， 大部分人的支出
都来自家庭的援助， 其中还有并
不富裕的家庭， 甚至有人透支信

用卡、 网贷， 任性消费给家庭带
来经济压力。

其实， 大学校园正如社会的
一个缩影 ， 大学生热衷毕业季
“烧钱”， 掺杂着 “面子观”， 也
不乏有人 “不差钱”， 最终反映
的是大学教育 、 家庭教育的缺
失， 也映射出过于功利的教育方
式和成人社会的世俗潜移默化地
影响了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所以 ， 面对毕业季的各种
“烧钱” 游戏， 学校和家庭应该
加以引导 ， 鼓励毕业生做好规
划， 倡导理性消费。

□吴左琼

19日凌晨， 原定于18日晚由
北京飞往西安的海航HU7737航
班晚点近5个小时， 且多名乘客
在等待航班起飞时发生打架斗殴
事件。 19日下午， 北京青年报记
者从海航方面获悉， 事发后， 客
舱内5名参与打架事件的乘客已
被警方带走调查 。 （ 6月 20日
《北京青年报》）

近些年来， 乘客和机组人员
以及乘客与乘客之间因为琐事发
生纠纷乃至拳脚相加的事件时有
发生， 不仅影响了飞机的安全飞
行， 而且还会造成航班延误甚至
会转化为刑事案件。

仔细梳理所发生的乘客不文
明行为， 就会发现有一部分人平
时脾气并不坏， 接人待物都挺和
善的。 可一旦处于公众场合， 立
马就脾气大涨， 看谁都不顺眼。
飞机晚点起飞定有晚点的原因，
空姐也没有掌控飞机啥时起飞的
权利， 大骂空姐本来就是一点道
理都没有的荒唐行为， 别人好言
相劝， 发飙者却不但不听劝阻反
而大骂劝阻者， 直至发生肢体冲
突， 惊动了警察。 这种现象已不
仅是道德方面的问题， 而是社会
浮躁状态下个体戾气加重的表
现。 一些人的道德水准在下滑，

以为自己高人一等， 不把法律和
道德的约束放在眼里 ， 稍有不
适， 张口就骂， 抬手就打。

化解社会戾气， 让全社会形
成温良恭俭让的氛围是我们每一

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 我们每
一 个 人 都 要 遵 循 道 德 规 范 ，
文明出行 ， 营造出一个和谐的
社会氛围。

□许庆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