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裸辞” 现象折射出人们
职业理念的变迁， 表明越来越
多的职场人不再只注重工资多
少、 职位高低， 而是开始重视
自己内心的快乐和追求。 这话
固然有一定道理， 但同样不可
否认的是， “裸辞” 的背后还
有年轻人职业规划的缺失与对
自身价值的迷茫。 “裸辞” 有
风险， 决定需慎重。

■网评锐语

如何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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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别让假“聪明药”害人

“裸辞”有风险，行动要掂量

个人信息网上“裸奔”
亟须定制“安全防护服”

■劳动时评

天歌： 冬季一直以来都是旅
游淡季， 多数景区进入 “冬眠”
模式。 为了恢复人气， 全国各地
近期掀起景区门票降价潮， 为游
客送上惠民 “红包”。 但简单的
价格刺激收效甚微， 更丰富、 更
具特色的冬季游产品和服务才能
打动消费者。 降低门票价格虽然
有用 ， 但起到的作用已经 十 分
有 限 ， 还 是 从 自 身 所 拥 有 的
资 源 、 条 件 出 发 ， 拿 出 能 够
打动人心， 吸引游客的旅游产品
和项目来。

冬季游既要靠降价
更要靠过硬产品

张西流 ： 当个人信息网上
“裸奔 ”， 当生物识别 “不再唯
一”， 我们的信息如何得到保护？
遏制个人信息网上 “裸奔”， 亟
须定制隐私安全 “防护服”。 应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推进数字产
业规范发展和个人数据保护立法
工作 ， 兼顾个人数据保护 、 创
新、 效率和安全几个价值目标；
在保护个人权利的同时， 激励社
会更好地沉淀和使用数据。

重点大学大四直博学生为了
提高学习成绩从印度网购 “阿莫
达非尼”； 财会分析人员为过财
会考试 ， 长期服用 “阿莫达非
尼” 成瘾； 坐车3分钟就能睡着
的考研妹子服用 “阿莫达非尼”
后产生了 “大家都不喜欢我” 的
奇怪想法。 （12月12日 《中国青
年报》）

“阿莫达非尼” 药品中含有
的 “莫达非尼”成分属于精神药
品，具有成瘾性。“阿莫达非尼”是
种药，但绝不是什么“聪明药”。青
年、学生吃了“阿莫达非尼”，本意

是提高成绩， 结果可能是成绩没
提高， 却上了瘾———这可真是聪
明反被“聪明药”误。

可以说 ， 假 “聪明药 ” 祸
害的不仅是青年学生， 也祸害了
整个社会 。 正视和解决这个问
题， 是全社会的责任。 在源头管
控方面， 政府相关部门要提高警
惕， 尤其是注意网购渠道， 严防
此类药物流入市场。 教育主管部
门和学校应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引
导工作， 讲清后果， 避免学生走
上歪路。 此外， 学校要和家长保
持密切联系， 争取家长配合， 不主

动给孩子购买此类药物， 发现孩
子购买使用此类药物及时阻止。

“聪明药” 害人不浅， 不能
让 “聪明药 ” 害人 。 作为服用
“聪明药” 的最大受害者， 青年
学生和家长要认识到， 知识的积
累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想
取得好成绩只能靠平时刻苦学
习、长期积累，不要想着走捷径，
当然也没有捷径可走。进而言之，
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掌握在自己
手中， 想拥有美好的未来， 只能
靠个人长期不懈努力奋斗———除
此， 别无他路。 □谢庆富

□张刃

■世象漫说

以免费大病筹款为名的社交筹款平台 “水滴
筹” 近日被媒体曝出， 存在工作人员诱导病患瞒报
信息筹款、 根据筹款数量领取业务提成、 套用固有
模板博取公众同情等问题， 引发社会舆论关注。 记
者在调查中发现， 除已被舆论曝光的线下地推乱
象， 部分网络众筹平台还存在线上资料把关不严、
逃避应尽法律责任和 “资金池” 管理和使用情况不
透明等更多问题。 (12月12日 新华网） □王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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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已到年尾， 很多人
到这时候才猛然想起来———哎
呀， 今年的年假还没休呢！ 再
不休就来不及了。 可偏偏年底
又是各单位工作最繁忙的时
候， 似乎不是休假的好时机。
那没休的年假会 “过期作废”
吗？ 能把今年的年假攒到明年
一起休吗？ 如果没休年假， 可
以获得经济补偿吗 ？ 岁末年
终， “没休的年假” 成了不少
职场人心里的 “痛”。 （12月
12日 《北京晚报》）

媒体调查显示 ， 40.1%的
受访者表示 “没有带薪年休假”，
4.1% “有带薪年休假， 但不能
休”， 18.8% “有带薪年休假， 可
以休， 但不能自己安排”。

事实上， 按照 《职工带薪
年休假条例》 的规定， “用人
单位因生产、 工作特点确有必
要跨年度安排职工年休假的，
可以跨1个年度安排。” 同时规
定， “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
职工休年假的， 经职工本人同
意， 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假。
对职工应休未休假天数， 单位
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
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

然而， 现实情况却是， 年
休假说起来是 “带薪”， 但实
际对于有些企业员工来说， 连
加班工资都难以保障， 何谈能
够享受得到带薪年休假？

落实带薪年假， 关键是企
业 “带心”。 首先， 企业未执
行带薪年假制度 ， 应严厉查
处。 同时， 员工在特殊情况下
未休年假， 用人企业应及时足
额兑付3倍工资补偿 。 再者 ，
合理调整带薪年假政策， 允许
假期跨年度 “零存整取”， 让
年假富有 “弹性”， 分流和缓
解 “集中式” 休假带来的资源
和空间紧张， 充分保障企业员
工的休假自主权。 特别是， 全
社会要关心企业员工的身心健
康 ， 认真执行好这个法定假
日， 维护员工的基本权益， 促
进劳资关系融合和社会和谐稳
定， 提高员工的生活满意度和
获得感。 □张西流

智联招聘发布的 《2019职场
人年中盘点报告 》 显示 ， 90.4%
的职场人产生过 “裸辞 ” 的念
头， 且90后、 95后所占比例高于
70后和80后。 报告还显示， 今年
上半年仅三成白领成功跳槽 ，
17%的人降薪跳槽。 解读这组数
据， 或许有助于年轻人认清自己

的职业定位与选择。
何谓 “裸辞”？ 是指在没找

好下家之前就辞去现有的工作 ，
不 留 后 路 地 追 求 个 人 志 趣 或
自由 。 随着这样做的人增多 ，
“ 裸 辞 ” 已 成 为 职 场 热 词
之 一 。 “智联报告” 称， 超过
九成的职场人产生过 “裸辞” 念
头， 就是证明。

为什么 “裸辞”？ 据说有两
种情况， 一是因为工作太累， 身
心疲惫达到了极限， 或长期缺乏
工作幸福感 ； 二是因为工作太
闲 ， 个人发展遇到上升 “天花
板”， 感到工作缺乏挑战性。 既
怕累又怕闲， 看似一对矛盾， 但
却反映了职场真实。

职场太累几乎是普遍现象。
累到什么程度？ 甚者每天除了工
作和维持生存所必需的吃饭、 睡
觉， 几乎再无属于自己的业余生

活。 这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
不仅索然无味， 而且威胁健康，
因此辞职， 情有可原。

职场太闲恐怕是少数， 因为
没有企业愿意 “养闲人”。 大部
分所谓 “太闲” 往往是因为遇到
了 “天花板 ”。 既然上升无望 ，
现有工作就显得清闲了。 年轻人
都有一定的追求 ， 眼见发展受
阻， 因此辞职， 无可厚非。

但是， 情有可原也好， 无可
厚非也罢， “裸辞” 却不是最佳
选择———因为有风险。

“裸辞” 是以不留后路为前
提的。 许多年轻人之所以敢 “裸
辞”， 是因为有 “资本”， 起码短
期内不愁吃穿， 甚至不降低生活
质量。 为什么90后、 95后有 “裸
辞” 念头的比例高于 70后和 80
后 ？ 因为 前者的父母还 “正当
年”， 有条件支撑孩子的无收入

状态。 而后者有了家庭负担， 不
能不慎重一些。

有 “资本” 也不等于没有风
险。 有理论指， 离职后3个月以
内是重新就业的黄金时期； 3个
月后尚未找到工作， 会产生明显
的焦虑情绪； 超过6个月， 基本
上已达到心理承受的极限， 很多
问题会逐一显现 。 即使吃穿不
愁， 新的心理压力也会成为不可
承受之重。

“裸辞 ” 行为通常比较突
然， 虽然有的人是深思熟虑后的
决定， 但更多的还是诸多因素叠
加、 积累， 在某一偶然因素刺激
下 “引爆 ” ， 这就难免非理性
的 冲 动 。 辞 职 原 本 是 为 了 寻
求 更 适 合 自 己 的 工 作 ， 而 冲
动 中 作 出 重 大 决 定 ， 肯 定 不
完善 。 辞职毕竟是暂时的， 最
终还要回归职场， 而当下就业难

是无可回避的现实。 如果没有下
一步的明确目标而 “裸辞”， 匆
忙找一份新工作， 可能还不如原
来的理想， 岂不后悔？ 不留后路
的 “裸辞 ”， 焉 知 不 会 变 成 职
业 “裸奔 ” ？ “智联报告” 称，
仅有三成白领成功跳槽， 17%的
人则是降薪跳槽， 可见 “裸辞”
不是说说那么简单。

有人说， “裸辞” 现象折射
出人们职业理念的变迁， 表明越
来越多的职场人不再只注重工资
多少、 职位高低， 而是开始重视
自己内心的快乐和追求。 这话固
然有一定道理， 但同样不可否认
的是， “裸辞” 的背后还有年轻
人职业规划的缺失与对自身价值
的迷茫。 “裸辞” 有风险， 决定
需慎重。 比辞职更重要的是， 认
清自己的志趣和特长， 找到一条
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长话短说■每日图评

落实带薪年假
关键是企业“带心”

“电子眼”助力控烟进入智能时代
从12月起 ， 烟民们要注意

了， 深圳市试点控烟 “电子眼”，
专盯公共场所违法吸烟。 目前，
深圳坪山区马峦街道已正式试点
控烟环境监测器， 通过在餐厅、
商场、 客运站、 网吧、 学校等禁
烟区域安装监测器， 实现24小时
监控 ， 这一举措在国内也是首
创。 （12月11日澎湃新闻）

“电子眼 ” 控烟与 “电子
眼” 监控交通违法违章情况的道
理是一样的。 在监督不在场的情
况下， 很多人都有侥幸心理， 缺
乏自律意识、 规则意识， 而有了
“电子眼” 在场， 有关违法违规

行为会被记录， 行为人会承担不
利的法律后果 ， 人们在 “电子
眼 ” 的监督压力下就得趋利避
害， 克己守礼， 久而久之， 法律
意识、 文明意识就增强了。

根据 “电子眼 ” 的监测数
据， 执法者可以迅速到场 “抓现
行”， 场所管理者也可以当场劝
阻。 由于有了执法力量的到场监
督做后盾， “电子眼” 能够产生
明显的震慑、 教育、 规范效果，
场所管理者的提示和劝阻也就有
了更多底气。

“电子眼”可推动控烟手段的
升级，可助力控烟进入智能时代、

数据时代，可助力破局控烟难题。
“电子眼”控烟也契合了智能监管
的趋势和要求， 深圳试点 “电子
眼”控烟是一个好创意，是一种有

益的探索和尝试。 希望深圳能够
进一步积累经验，完善规则，也希
望各地都积极学习推广“电子眼”
控烟模式。 □李英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