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歌 ： 不仅咖啡可以浓缩 ，
如今的纸质书都可以。 最近， 一
款名为 “getAbstract” 的在线浓
缩知识文库悄然走红。 一套大部
头的作品， 在线文库可以给你浓
缩成最精华的句子， 让你在最短
的时间里完成对整本书概览性质
的阅读。 如果为了效率只读 “浓
缩书”， 我们也就失去了只有阅
读原著才能产生的满足感、 幸福
感， 失去了阅读的愉悦体验。

“浓缩书”并不是
真正的阅读

户外劳动者往往是所有群
体中最早见到阳光的人 ， 可
是， “权益阳光” 有时会蒙上
“阴云”， 这是不公平、 不公正
的。 所有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都
必须得到有效维护。

■有话直说

秋实： 近年来， 有机食品以
安全、 健康、 营养的形象赢得广
大消费者的心， 越来越多的 “有
机食品” 出现在各大超市和电商
平台， 且价格不菲。 对此现象，
有业内人士指出， “普通消费者
很难从外观上辨认出产品是否真
为有机食品。 许多超市所谓的有
机食品是否真能达到有机产品标
准， 还是得打个问号。” 一旦假
冒 “有机食品” 进入市场， 由于
其产量高和利润大， 就会产生劣
币驱逐良币的效果， 要从源头把
好认证关， 避免不良商贩借此忽
悠消费者的重要手段。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加快共享单车立法

□王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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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员工生日享带薪休假，很有人情味

■两会观察

■世象漫说

“身边的姐妹中 ， 只有我工
作的单位才有生日假这项福利，
这让我感到既幸福又骄傲。” 3月
6日， 贵州拾禾餐饮文化管理有
限公司员工李淑芬乐呵呵地告诉
记者。 据该公司人事部人事专员
介绍， 该公司自成立以来， 就一
直保留着员工生日假的制度 。
（《贵州日报》 3月14日）

对于我们上班族中大部分人
而言， 每年的生日大多是在工作
中度过的， 这个很平常。 因为法
定休假日里没有员工生日放假的
规定， 毕竟大部分人每年生日也
不可能都正好是休息日。 令人欣
慰的是现在有些企业考虑到了这
一点， 制定了内部员工生日带薪

休假制度的 “土政策”， 这可以
说是给员工多了一个福利方面的
“红包”。

不要小看了这个 “红包 ” ，
虽然没有给钱， 每个员工只是放
了一天的假， 可对于一个百人以
上的企业来说， 每年休假的绝对
天数就增加了许多， 产值、 利润
可能也会有些影响。 但这确实是
员工的一种 “软福利”， 这一做
法的确很人性化 ， 也很有人情
味。 可以让员工更切实感受到企
业的关爱和温暖， 会大大增强职
工的归属感， 更愿意留在本企业
努力工作， 有利于更好调动本企
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保障员工
队伍的长期稳定性。 若要是从这

方面来说， 其收获的社会意义和
对企业产生的实际经济效益远远
超出了员工生日带薪休假所付出
的成本。

当然， 员工生日享带薪休假
不是国家法定休假日， 不能搞强
制性， 更不可能搞一刀切的强硬
推行。 各个单位、 各个行业、 各
个企业情况不同 ， 人员结构不
同， 经济效益尚有差距， 只能因
人因时因实际情况而定。 但这种
思路 ， 具有一定的社会进步意
义； 这种人性化的关怀， 有利于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这种做法
彰显了优秀企业文化， 这些都是
值得肯定的， 也是可以提倡和借
鉴的。 □周家和

“近年来， 城市共享单车的大量出现， 不仅便利了
市民群众日常出行， 也带动了绿色交通发展。 但随着共
享单车投放量的日益增多， 车辆使用过程中的各种乱象
也频频发生， 特别是由此带来的无序停放、 押金退还等
问题， 对城市管理和交通安全都造成了一定影响。” 全
国人大代表、 南京市委副书记、 市长蓝绍敏向大会提交
了 《关于加快对共享单车进行立法的建议》。 (3月14日
澎湃新闻网) □闵汝明

对网络主播制假售假须零容忍 期待“天天3·15”

别把“有机食品”
当成忽悠工具

让户外劳动者沐浴“权益阳光”

在清晨的微光中奋力清扫垃
圾， 在骄阳的炙烤下派送货物，
在令人目眩的高空中安装空调
……环卫工人 、 快递小 哥 、 空
调 安 装 工 ， 在 为 城 市 增 添 美
丽 ， 给 人 们 生 活 带 来 便 利 的

同时， 他们的劳动权益保障状况
堪忧 。 本次两会上 ， 多位 代 表
委员们为他们发声 ， 力挺他们
的权益维护。 （3月12日 《工人
日报》）

户外劳动者是一个庞大的群
体 ， 他们很多时候是 “顶着烈
日” 或 “冒着风雨” 工作， 其辛
苦程度有目共睹 ， 然而 ， 在收
入、 社保、 安全等问题上却落后
于其他劳动群体。 或许有工作性
质的部分成因， 但更缘于劳动权
益的不到位。 如今， 很多人已经
实现 “足不出户” 就能购物等 ，
殊不知， 如此 “岁月静好” 的前

提是， 快递小哥的 “负重前行”；
我们在享受城市美好生活的时
候， 是环卫工人给城市的大街小
巷带来干净与清爽……

让户外劳动者沐浴 “权益阳
光”。 户外劳动者往往是所有群
体中最早见到阳光的人， 可是 ，
“权益阳光 ” 有时会蒙上 “阴
云 ”， 这是不公平 、 不公正的 。
所有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都必须得
到有效维护 。 为此 ， 一 方 面 要
切 实 维 护 他 们 物 质 权 益 ， 另
一 方 面 还 要 捍 卫 他 们 的 精 神
权 益 ， 让其劳动有尊严 、 受尊
重。 只有做到愉快劳动、 健康劳

动、 有尊严劳动、 有保障劳动，
才能实现劳动的自身价值与衍生
价值。

零工是另一类劳动权益部分
缺失的群体。 新时代分享经济发
展势头日益迅猛， 依托网络平台
参与分享经济的灵活就业者创造
的 “零工经济” 让人们的生活日
益便利 。 外卖送餐员 、 共享单
车、 “潮汐工”、 滴滴司机……
他们是 “零工经济” 的主体， 然
而， 他们中的很多人无缘社保。
由于社保的 “缺位”， 一定程度
上让零工的保障利益 “归零 ”，
长远利益 “归零”。 零工无社保，

倒逼社保政策的顶层重新设计，
而且要按下 “快进键”。

让劳动有更多 “获得感 ” ，
有利于劳动价值的最大化， 有利
于劳动关系的和谐化。 劳动是一
个操作过程， 同时， 也是一个情
感投入的过程； 劳动是一个付出
的过程， 更应该是一个获得的过
程。 劳动的 “获得感”， 不限于
物质的回馈， 亦应该有精神的愉
悦； 不仅有物质财富的获得， 而
且要有精神财富的拥有。 只有当
劳动权益很丰满、 任何劳动都受
到尊重， 劳动者及劳动获得感才
不会 “骨感”。

记者调查发现， 不少视频平
台上都有自制化妆品的主播， 也
售卖自制化妆品。 而自制化妆品
原材料购买十分方便， 大部分知
名化妆品品牌空盒都能通过网购
买到， 一支仿制的知名品牌口红
成本还不到10元钱。 对此， 几家
平台的工作人员表示， 一旦发现
用 户 上 传 造 假 视 频 ， 会 对 其
账号进行限制， 严重的会采取封
号处理。 （3月13日 《北京青年
报》）

网络主播制假售假化妆品危
害甚大 ， 一则 ， 无论是自制自
用， 还是售卖给他人， 都潜藏着
巨大的安全隐患； 二则， 也是对
品牌化妆品的声誉伤害； 三则，
不对这种制假售假行为进行根
治， 一旦仿效成风， 不仅会扰乱

网络空间， 更会给正常的市场经
营秩序 ， 带来不利的影响 。 因
此， 对网络主播制假售假须依法
监管与打击。

首先， 视频平台应尽到审核
责任。 一方面对上传违法违规制
作化妆品或其他产品的， 应按照
相关规定， 对其进行下架处理；
另一方面应有针对性地在技术和
管理上作出改进， 以杜绝不良主
播在平台上进行不良内容运营。
其次， 部门监管不可缺位。 不仅
要对违反 《广告法》 《工商法 》
或其他相关法律的视频平台， 以
及网络主播纳入监管和执法范
畴； 而且， 对网络主播使用的原
材料也须追查线索， 依法惩治。。

互联网非法外世界。 而且 ，
也不难发现 ， “网络直播+销

售” 迎合了市场需求。 但是， 这
些自制自售商品， 绝不能逍遥法
律和监管之外。 所以， 对此不仅
需要零容忍， 更亟须创新监管思
路和方式， 从根本上杜绝监管盲

区的存在， 既要使不法行为得到
精准打击， 更要保护好合法合规
的网络交易行为， 从而构建起良
好的网络生态环境。

□杨李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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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逢 “3·15”。 照惯例会
有个打假晚会之类的大型活
动， 曝光若干问题， 点名无良
厂商 ， 以此宣示为消费者维
权 。 年复一年 ， 是不是有点
“疲劳”？

此前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
的 《2017年城市消费者满意度
测评报告》 显示 ： 百分制下 ，
被测评的50个大中城市的消费
者满意度综合得分为71.75分，
并称 “总体处于良好水平 ” 。
老 实 说 ， 这 个 分 数 有 些 尴
尬———比及格略高， 算良好勉
强 。 如果考虑到某 些 消 费 与
人们的日常生活 、 身体健康
息 息相关 ， 甚至人命 关 天 ，
这 71.75的 满 意 度 实 在 不 能
算高。

以食品安全为例。 即使不
算网络上接二连三、 真假难辨
的信息 ， 仅官方媒体 披 露 ，
假冒伪劣 、 有毒有害的食品
就涉 及了大部分入口 品 种 。
今天这不能吃 ， 明天那不能
用， 消费者成了惊弓之鸟， 消
费几乎成了风险行为， 让人情
何以堪。

怨媒体推波助澜吗？ 尊重
公众的知情权是媒体的责任 。
无风不起浪， 只要不是杜撰 ，
不是有意误导， 及时提示消费
者并没有错， 即或前后报道有
差异也正常。

怨消费者太敏感吗？ 谁都
想平安无事， 谁也不愿自己吓
唬自己。 实在是伪劣的东西太
多， 多得让人宁信其有， 不信
其无。 消费者是无辜的。

怨厂商无良吗？ 产销伪劣
品的毕竟是少数， 多数守法户
就成了被殃及的 “池鱼 ”。 他
们也会抱怨政府主管部门没
有尽到打击违法， 保护守法的
责任。

于是， 政府主管部门无可
推脱了， 有责任为公众提供安
居乐业、 无忧无虑的环境。 倘
若产品标准、 质量监督、 市场
管理都环环扣紧， 何来那许多
伪劣产品？ 消费者成了惊弓之
鸟不是他们无能， 而是政府的
尴尬。 执政为民， 打击不法行
为， 维护消费者权益， 当属政
府本分、 职责。

消费者期待 “天天3·15”，
而不想类似过节， 一年只轻松
这一天。

□一刀 （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