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时间谈恋爱’ ‘办公室
没空调’ ‘WiFi速度太慢’， 这
些都可能成为 ‘说走就走’ 的理
由 。” 记者近日在采访中发现 ，
不少企业都遇到过员工 “一言不
合就闪辞” 的困扰。 正常辞职无
可厚非， 但有的 “闪辞” 行为涉
及社会契约精神缺失， 甚至违反
劳动法规定等问题， 不仅会给企
业带来损失， 也不利于个人成长

和发展 。 （ 6月 29日 《工人日
报》）

员工玩 “闪辞”， 的确会让
用人单位感到 “很受伤”。 比如，
过于任性自我的 “闪辞族”， 给
企业管理带来很多困扰， 无形之
中也增加了很多用人成本 ； 还
如， 一些重点项目中的 “闪辞”
不仅会影响项目正常进 度 ， 更
可能会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 ；
再 如 ， 还 可 能 会 导 致 用 人 单
位 无 法 办 理 五 险 一 金 减 员 手
续 ， 需 要 通 过 公 示 或 登 报 来
予以处理等等。

同 时 ， 从 员 工 角 度 来 看 ，
“闪辞” 看此 “一时爽”， 但也往
往对自身的职场生涯带来不利。
比如， “闪辞” 凸显出涉事员工

缺少最基本的诚信和职业素质，
这对自己以后就业难免会产生负
面影响 ； 还如 ， 不理性的 “闪
辞”， 未尝不是对自己人生的不
负责任， 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
更是对青春芳华的浪费与折腾；
再如， 恶意 “闪辞” 碰瓷， 更是
法律难容。

由此可见， “闪辞” 对于劳
动双方均会产生负面影响。 事实
上， 正常的辞职跳槽无可厚非，
从法律层面讲， 职工与企业签订
了劳动合同， 就已经形成法律上
的契约关系。 解除劳动关系时，
企业和劳动者双方都要按照协议
内容和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 从
情理角度来看， 劳动双方本就该
以诚相待， 解除劳动关系， 也应

“和平” 解决。
“闪辞” 之殇需要纾解 ， 从

用人单位来讲， 一方面在招聘时
就应该做好功课， 既要避免虚假
宣传企业资质 、 条件等不良行
为， 也应在面试时严格把关， 招
到真正适合企业发展的人才； 另
一方面在用人管理方面， 需要合
法、 规范管理， 尽可能让员工了
解并认同企业文化等， 毕竟员工
“闪辞” 出现， 用人单位更须反
思自身存在的问题。

从劳动者角度来讲， 应当增
强诚信意识， 辞职也应按法律程
序及用人单位管理制度来， 避免
或降低辞职对 “老东家” 造成的
损 失 和 不 良 影 响 。 而 且 ， 诚
如 专 家 指 出 ， 对 于 那 些 突 然

辞 职 ， 甚 至 还 在 保 密 期 内 就
跳 槽 到 竞 争 企 业 工 作 ， 给 原
单位带来重大损失的劳动者 ，
则 可 能 引 起 法 律 纠 纷 并 需 要
承 担 相 应 的法律责任 。 于此 ，
依法依规辞职很重要。

借力信用惩戒规制恶意 “闪
辞” 也值得借鉴。 今年4月份浙
江省人社厅曾透露将推进人社信
用体系建设， 频繁辞职和就业将
可能被记录信用库。 虽有争议，
但是对那些频繁恶意、 超出正常
履约范畴的跳槽行为或受影响的
“闪辞族”， 施以相应的信用惩戒
确有必要。 不过， 构建起和谐劳
动关系关键是劳动双方守法诚
信， 故此就须对违法违规违背情
理的行为说 “不”。

■有话直说

记者调查发现， 庞大的植发市场背后， 是各种治
疗及培训机构的违规非法掘金之路。 在记者暗访中，
一家培训机构并非医生的 “老师”， 带着四五个同样
没有医师资格的 “学员”， 直接在人头顶上操刀 “实
践教学”。 （7月1日 《新京报》） □陶小莫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植发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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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开机广告不能够强制消费者收看

■世象漫说

“闪辞”之殇须劳动双方合力纾解

别让人情味
变成人情债

■劳动时评

“论文查重率”有感

杨李喆： 近年来， 癌症体检
受到不少人追捧 ， 但这些 看 起
来 “高 大 上 ” 的 癌 症 体 检 机
构 和 项 目 ， 背 后 猫 腻 不 少 、
问 题 重 重 。 消 费 者 在 进 行 癌
症 体 检 前 ， 一 则 有 必 要 根 据
自 身 需 要 ， 甚 至 可 以 听 听 正
规 医 院 的 建 议 ； 二 则 有 必 要
加 强 防 范 ， 别 只 听 信 体 检 机
构 的 高 调 宣 传 ； 三 则 发 现 自
身 权 益 被 侵 害 ， 当 及 时 依 法
维权。 消费者维权意识的提升，
也有助于消弭体检行业乱象。

癌症体检
有名无实

李雪 ： 近年来 ,部分农村地
区出现一种不好的风气， 导致随
礼返贫、 因婚致贫屡见不鲜。 热
衷 “穷讲究”， 最终 “讲究穷”。
乡风异变不仅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相违背， 甚至成为农民小康
路上的沉重负担。 人情味沦为人
情债， 从个体来看， 只会增加个
人及家庭的经济负担， 各家各户
攀比办事儿， 看似会借机 “捞一
笔”， 实则不然。 最终的结果只
能是累自己， 更捞不到钱。

从劳动者角度来讲， 应当
增强诚信意识， 辞职也应按法
律程序及用人单位管理制度
来， 避免或降低辞职对 “老东
家”造成的损失和不良影响。

老人“谢绝让座”是一种文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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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看节目得先看开机广告 ，
这是多数智能电视用户的日常，
买前没人告知电视自带广告、 买
后关不了广告让他们积怨已久。
广告成为了 “钉子户”。 小米电
视的老用户贾宁说， 小米电视的
开机广告从无到有， 现在只有办
理每年249元的VIP会员才能取消
广告。 （7月1日 《北京日报》）

开机广告不能够强制消费者
收看。 对于部分电视机厂商向消
费者提供交钱去除开机广告的售
后服务， 非常不妥。 消费者花钱
买你的电视机， 你却用它强行放

广告， 实际上是剥夺了用户跳过
开机广告的权利。 我国现行广告
法明文规定， “在使用互联网服
务时， 广告页面自动弹出， 应该
标有显著标识确保一键关闭 ”。
可见， 即便电视机可以夹带开机
广告， 但广告页面应该有一键关
闭或跳过的按钮和选项， 而这样
的选择是不应该让消费者另外交
钱的。

笔者以为， 电视机厂商应把
提高产品质量和用户体验作为提
升市场竞争力的主要手段。 如果
把原来只要几秒就能开机的画面

“升级” 成能给企业赚钱的开机
广告， 虽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智
能电视的生产成本， 但付出的是
导致用户心情不爽， 影响用户体
验、 透支用户信任的代价。 这种
营销手法无疑于杀鸡取卵 ， 即
便 在 一 时 一 事 上 得 了 些 小 便
宜 ， 搞 的 却 是 一 锤 子 买 卖 ，
终 究 不 是 长 远 之 计 。 任 何 一
个厂商的产品如果不能给消费者
带来良好的体验， 早晚会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 这也
是市场规律所决定的。

□周家和

□杨玉龙

6月 24日 ， 大 连 资 讯 博 主
“@大连成” 发布的一组图片 ，
引 发 了 全 国 网 友 的 关 注 。 图
片 显 示 ， 在 大 连 地 铁 的 车 厢
里 ， 一 名 老 人 拉 着 扶 手 ， 笔
直 站 立 。 老 人 的 头 发 已 经 花
白 ， 斜 挎 着 深 绿 色 的 布 包 。
在他的腰部 ， 挂着一个LED显
示 牌 ， “勿 需 让 座 ” 四 个 字
分 外 显 眼 。 “@大 连 成 ” 表
示 ， “令人尊敬， 这样的老人
年轻时一定很要强！” （7月1日
澎湃新闻）

让不让座是道德问题， 并非
法律的约束。 理论上讲， 大家都
是买票坐车， 并不存在让座的问
题， 让座全凭个人意愿。 可见，

谁应该给谁让座， 本身是个人对
社会公德的认可或不认可的道德
范畴 ， 完全看个人的素质和认
知， 老年 “谢绝让座”， 也是一
种认知和品德， 但并非是社会公
认的一种道德规范。 这与极少数
老年人动辄就倚老卖老， 强迫别
人让座相比， 显然更值得尊敬和
感动。

老人 “谢绝让座”， 是一种
文明互动 。 其真正意义在于 提
醒人们 ： 营造一个相互关心 、
相 互 扶 助 的 社 会 环 境 ， 是 每
一 个 公 民 的 社 会 义 务 ， 理 应
引 起 道 德 共 鸣 。 年 轻 人 给 老
年 人 让 座 ， 是 一 种 责 任 ； 而
老年人 “谢绝让座”， 则是一种

文明礼让。 其实， 对让座者说一
声发自内心的 “谢谢”， 或者投
以赞许和鼓励的目光， 报一个发

自内心的微笑， 就是对让座行为
的一种激励和回报。

□汪昌莲

报载 ， 最近在大学校园
里， “论文过了吗” 成为一句
流行问候语。 今年的毕业生正
面临前所未有的严格的毕业论
文审查 ， 如果查重率过高 ，
“须作重大修改”， 则意味着被
延期毕业。 不少大学生感慨，
这个论文季比往年难多了。

论文查重， 是指查询论文
内容的重复率。 如果超过一定
数值， 则论文不能通过。 此举
目的在于应对学术不端和抄袭
复制 。 今年 ， 教育部明确表
示， 对学位论文作假行为 “零
容忍”， 露头即查、 一查到底、
有责必究。 不少高校在要求论
文查重率从过去的30%大幅下
降到5%的同时 ， 对学术不端
加大了处罚力度， 学位论文抄
袭者可能被开除学籍。

近年来， 学术不端， 论文
造假的案例屡见报端， 其危害
不必赘述， 理当从严整治。 如
果说， 今天的大学生们因为论
文质量问题感到毕业难， 那只
能说明以往过于宽松， 乃至纵
容了低质量。 这样的 “难” 是
好事， 舆论应该支持。

不过， 还要提请有关部门
注意， 论文查重不是 “灵丹妙
药， 包治百病”。

其一， 查重是一种技术手
段， 可以限制某些学生毕业，
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是技术
就有规避手段。 譬如查重行动
已经衍生出不同等级、 要求以
及 “代笔” “降重” 等服务，
形成了灰色产业链。 作假者通
过网络可以解决不少难题， 防
不胜防。

其二， 整治学术不端不能
只抓学生，在某种意义上，惩治
为人师表者中的不端行为更有
震慑价值。因为，其中某些当事
者甚至是学科“领军”或者公众
人物， 其恶劣影响较之年轻学
子更有害，当在首治之列。

其三， 论文的质量不是靠
技术手段和统计数据考量的，
需要用更多的专业方法来判
断。 查重率低并不意味着论文
就好 。 学术研究需要旁征博
引 ， 只要引用得当 ， 注明出
处， 即使查重率偏高， 也不该
一票否决吧？

□一刀 （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