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玉龙： 大盘烤羊腿吃了不
到三分之一就“下桌”了，一条鱼
几乎没人动筷子， 一些家常菜因
桌上“无处安置”而放在一旁“无
人问津” ……这个场景发生在日
前河北省某所高校研究生答辩结
束后的聚餐上。毕业之际，小聚一
下未尝不可。毕业经济要念好“节
约经”，也需要多方合力，尽管大
学即将毕业， 但是学生还没有真
正的“创收”能力，父母供养自己
上大学已属不易，理当节省。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长话短说

阻碍执法

□侯坤

毕业生择业切忌盲目追求“高大强”企业
所谓 “尺有所短， 寸有所

长”，“高大强”企业单位不是唯
一选择， 中小微企业更绝非完
美无缺。 毕业生在择业过程中
究竟是应当追求 “高大强 ”企
业，还是应该选择中小微企业，
还是需要根据自身的能力 、意
愿等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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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朋友圈“私房粽”不能成法外之地

■每日观点

但愿不再出现
“医生带病手术”的新闻

小波： 僵尸机动车将被集中
清理整治。近期，北京市占道经营
整治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制定并
印发 《2017年集中整治长期停放
废旧机动车工作方案》，以城六区
为重点， 全面排查和清理侵占城
市道路、背街小巷、公共区域、居
民社区、 城乡接合部长期停放的
废旧机动车。城市管理无小事，城
市形象靠维护， 只要相关部门责
任到位，多方合力出手，“僵尸车”
这一头痛事，应该不难解决。

毕业经济
要念好“节约经”

治理“僵尸车”
需多方合力

■世象漫说

“光盘行动”不能有死角和盲区

环保部近日通报了７起新近发生在京津冀
环保大督察中拒绝检查、 阻碍执法的事件。 一
些业内人士和专家指出， 环保督察实施以来，
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 但中央环保督察尚且遭
遇阻挠督察的尴尬， 平时一些地方环保监督执
法之难， 可见一斑。 新 “环保法” 被称为 “带
牙齿的” 史上最严环保法， 期待这部环保法不
仅 “钢牙利齿”， 而且还敢 “亮剑”。 （５月２８
日新华网） □朱慧卿

长沙市中医医院医生罗远健
右脚受伤， 但为了不耽误给患者
治病，他拄着拐杖、打着石膏、穿
上15公斤重的铅衣上了手术台。 手
术结束后，罗远健才发现双腿早已麻
木。 （5月28日《长沙晚报》）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救死扶
伤、 关爱病人是医生的天职。 因
此，每每看到“医生带病手术”的
新闻，总让人感动不已。 但是，在
感动之余，我们也不得不说，如果
把医疗比喻成一种维护健康和挽
救生命的生产， 那么在这个过程
中，医生的状态肯定是最重要的。
试想一下， 如果是医生因带病上
班而造成对病人的误诊， 或者在
手术过程中累倒、 从而被迫中断
了手术， 又有哪个病人能心甘情
愿地承受这个风险？此外，如果由
此加重了医生本身的病情， 甚至
出现诸如手术台猝死等极端情
况，这对医生个人也不公平吧？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我们都
把 “带病坚持” 作为评价一个人
工作态度好坏的标准， 在很多先
进人物事迹的报道中， 我们都能
看到主人公 “带病工作、 超负荷
工作 ” 的字眼 ， 在过去的时代
里， 这或许也是个比较无奈的选
择。 但在当下， “以人为本” 喊
得异常响亮， “天大地大， 生命
最大” 的理念深入人心。 社会是
时候树立一个正确的、 健康的、
科学的工作生活观念了， 尤其是
要重点关注医生群体的健康和休
息问题， 不能让他们在救了别人
的时候却伤害了自己。

“医生带病手术” ， 背后实
则隐藏着对医患安全的双重隐
忧。 医生的工作已经是在高负荷
运转了， 如果再让他们处在 “过
劳” 或 “带病” 的险境， 那么， 明
天谁来给我们的健康 “保驾” 呢？

这就要求， 一方面， 政府应
加大对医科大学等高等医学教育
机构的政策支持可以鼓励更多的
学生报考医学院校， 培养更多优
秀的医学人才， 缓解医院用人紧
缺的状况。另一方面，需尽快推行
分级医疗制度， 实现患者的合理
分流， 以降低大医院医生的工作
压力。 当然， 医患之间多一份体
谅，也能减少医生不必要的顾虑。

但愿今后，不再出现“医生带
病手术”的新闻！ □祝建波

端午节， 粽子全面进军微信
朋友圈， 除一部分微商代理礼盒
粽外， 许多人还把自制的粽子拿
到朋友圈叫卖， 销量不错。 不过
记者发现， 微信卖粽子和卖其他
食品一样， 大多没有食品流通许可
证， 目前尚无相关规定来约束自
制食品的安全状况。北京市工商局
热线工作人员建议市民不要轻易
购买。 （5月29日 《北京晨报》）

“私房粽刷屏朋友圈”， 多是
朋友之间相互宣传， 认为在用料
和质量上比较安全放心， 同时也
与制作者平时做饭和饮食习惯相
一致 ， 因而赢得了一些人的青

睐。 不过， 也有消费者对朋友圈
“私房粽” 表示担忧： 食材优劣
不能溯源、 卫生安全不敢保证 、
未经注册登记、 有关部门难以监
管、 消费维权难等。

《食品安全法》 第六十八条
规定： “食品经营者销售散装食
品， 应当在散装食品的容器、 外
包装上标明食品的名称、 生产日
期或者生产批号、 保质期以及生
产经营者名称、 地址、 联系方式
等内容。” 显然， 朋友圈 “私房
粽” 属于 “三无” 产品， 若监管
不到位， 问题很难避免。 民以食
为天， 食以安为先。 任何口头上

的承诺， 或朋友之间的信任， 都
不如法律法规可靠。

换言之， 微信朋友圈 “私房
粽”，不能成法外之地。可喜的是，
去年10月1日施行的《网络食品安
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明确规定，
网络食品经营者应依法取得食品
经营许可或者备案凭证，并将“私
房菜” 等餐饮网上销售行为纳入
其中。 “私房菜”上网， 监管需上
线。 一方面， 按照食药监总局的
网络餐饮服务新规， 落实好 “绑
定实体店” 等管理规定； 另一方
面，建立网上举报制度，加大执法
力度，提高违法成本。 □付彪

当前应届毕业生就业难， 不
如说是择业难。 记者注意到， 许
多学生奔着公务员、 国企、 世界
500强去， 对最需要人才的中小
微企业不屑一顾， 哪怕是技术和
薪酬都很有优势的 “专 、 精 、

特、 新” 创业企业， 在招聘市场
也处于弱势 。 相关专家告诉记
者， 目前创业企业求才若渴， 但
普遍面临校园招聘难的局面。 企
业或可通过品牌资源为自身做声
誉背书， 达到吸纳更多应届人才
的目的。 （5月30日 《劳动报》）

又到毕业季， 又临择业期 。
广大毕业生何去何从？ 公务员、
国企、 世界500强等择业方向固
然吸引人， 但人人追捧难免竞争
压力过大， 未必总是上上之选。
此时， 毕业生择业理应找准自身
定位， 根据自己的学历背景、 个
人能力等综合考量， 选择适合自
己的行业以及企业就业， 而如果
盲目追求 “高大强” 企业， 不但

会增加自己的就业难度， 还容易
因此受挫遭遇打击。

“高大强” 企业单位的优势
早就无需赘言， 而中小微企业的
好处在毕业生中却鲜有人知晓。
其一， 中小微企业就业难度相对
较低。 毕业生初入职场， 工作经
验几乎为零， 直奔 “高大强” 而
去往往缺少竞争力， 入职中小微
企业却机会多多。 其二， 中小微
企业发展空间相对更大。 毕业生
入职 “高大强” 企业单位看似前
途一片光明， 实则大型企业单位
存在的竞争压力大、 晋升空间小
等问题都被忽视了。 而在中小微
企业中， 毕业生的竞争压力相对
小一些， 可以多一些时间给自己

放松充电， 提高晋升空间则相对
大一些。 其三， 中小微企业的薪
酬待遇不输 “高大强” 企业。 过
去， 我们总以为 “高大强” 企业
就代表高收入工作， 只有入职这些
企业单位才能获得最好的经济回报。
实际上， 现如今中小微企业的薪酬待
遇不断提高， 一些创业公司的薪酬
甚至高于成熟企业或事业单位。

值得提醒的是， 毕业生择业
中小微企业在大胆进取的同时，
也务须在权益维护等层面小心谨
慎。 当前， 大多数中小微企业的
人事制度、 薪酬管理等已经逐渐
完善， 但也有一小部分中小微企
业存在各种不足 ， 包括欠缴社
保、 拖欠工资、 超时加班等现象

并未禁绝。 因此， 毕业生择业中
小微企业必须注意保护好个人权
益， 重点考量企业用人制度的正
规性， 谨防吃亏上当。

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高大强”企业单位不是唯一选择，
中小微企业更绝非完美无缺。 毕
业生在择业过程中究竟是应当追
求“高大强”企业，还是应该选择
中小微企业， 还是需要根据自身
的能力、意愿等来决定。 “高大强”
企业单位不一定是所有人的最佳
选择，在薪酬待遇有保证、发展空
间可期待的前提下， 毕业生择业
中小微企业不仅是给了企业一次
招揽人才的机会， 也可能是给了
自己一次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

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的 “光
盘行动” 于2013年开始展开， 但
近日 “浪费回潮” 的迹象又开始
冒头。 端午小长假期间， 不少市
民纷纷参加婚宴或聚会 ， 昨天
《法制晚报》 记者探访发现， 部
分宴请聚会出现浪费食物的现
象。 （5月29日 《法制晚报》）

自打2013年全国范围内开展
“光盘行动” 以来， 取得了非常
大的成效。 伴随着中央八项规定
的严格执行和反腐风暴的掀起，
不但杜绝了公款大吃大喝， 就连
老百姓自家请客也知道吃多少点
多少 。 但不可否认 ， “光盘行
动” 也存在着死角和盲区。 一是
婚宴上铺张浪费的现象不仅没有
绝迹， 而且还顽强地生存下来，

大有蔓延下去的趋势。 二是商务
宴请讲究排场， 撑门面， 以显示
公司实力。 三是一些企事业单位
的内部食堂， 已经成为浪费粮食
的重灾区。 一些单位为提高员工
的福利水平， 变过去买饭票打饭
的就餐形式为自助餐。 于是就有
人 “眼大肚子小”， 最后吃不下
去了， 只好扔掉， 造成粮食蔬菜
的严重浪费。

俗话说 ： 一把钥匙开一把
锁。 对待 “舌尖浪费” 应对症下
药 。 像婚宴铺张浪费 ， 关键是
“面子” 问题。 主家大多存在着
攀比想法， 谁谁办了多少桌， 上
了什么硬菜。 咱只能比人家多，
不能比人家少。 因此， 应该在解
决 “面子” 问题上多下工夫。 在

全社会营造节俭、 文明办婚礼的
氛围， 形成节俭办婚宴的风尚，
谁要是铺张浪费， 大操大办就会
让人看不起。 在商务宴请方面，
并不是谁的场面大， 上菜多， 谁
就有实力 。 一个公司实力的大
小， 和商务宴请的规格、 上菜的
数量没有必然的关系。 对待单位

员工的 “舌尖上的浪费”， 单位
领导应负起责任来， 制定出相关
规矩 ， 广泛宣传 ， 吃多少取多
少， 彻底杜绝浪费现象。 只要全
社会都行动起来， 齐心协力， 就
一定能够消灭 “舌尖上浪费” 的
死角和盲区。

□许庆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