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能让勤俭成为一种回忆

10月31日是 “世界勤俭日”。
这个日子很少有人关注， 每年都
是无声无息地过去了， 远不如流
行的这个 “节” 那个 “日” 来得
红火。 但在疫情影响， 形势变化
的今天， 实有重视和讨论一番的
必要。

“勤俭” 指的是勤劳节省。
今天讲 “勤”， 许多人尚能做到，
说 “俭”， 却未必都能接受。 由
于经济快速发展 ， 生活日渐富
裕， 崇尚消费已成 “潮流”， 而
“勤俭” 似乎已经成了回忆。

如今40岁以上的国人， 多少
都经历过 、 至少还记得生活拮
据、 商品短缺的情景， 年龄再大
一些 ， 有的还曾有过贫困的境
遇。 那时候， 节俭不仅是人生美
德， 更是生活必需， 因为不省吃
俭用， 日子就难过， 甚至过不下
去。 “新三年， 旧三年， 缝缝补
补又三年”， 人们耳熟能详的这
句顺口溜， 就是当年节俭生活的
生动写照， 而且作为雷锋精神的
一部分传颂多年。 但如今， 不要
说缝补， 连半新不旧的衣物都在
淘汰之列了， 真是天壤之别。

可是， 物质丰富了， 生活宽
裕了， 节俭就过时了、 就可以不
要了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不
然， 何以还有个 “世界勤俭日”？
何以还要 “建设节约型社会 ”？
但话是这样说， 实际不尽然， 甚
至相反。 生活中的浪费现象比比
皆是， 超前消费乃至奢侈挥霍令
人咋舌。 别的不说， 每天仅大小
餐馆扔掉的残羹剩饭， 肯定需要
以吨计算。 餐馆只是缩影， 却可
以管窥， 更多的浪费岂止千百吨
食品？！

我们今天重提节俭， 当然有
继承传统美德的含义。 节俭与穷
酸不是同义语。后者因穷而窘，而
“抠”，那是另一回事。节俭是一种
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和方式，穷
要节俭，富也亦然。常听说某某富
豪为了扶危济困， 为了贫苦儿童

的教育， 捐赠巨额资金， 但自己
的生活却俭朴得令人难以置信，
对他人的无端浪费也不能容忍。
你能不赞赏这种美德？

我们今天重提节俭， 当然也
会想到仍有许多贫困人口在为温
饱而劳作。 他们没有能力超前消
费， 也没有余财可资挥霍， 对奢
侈很难理解。 而生活富裕一点的
人们， 稍微节俭一点便可以接济
贫困者， 至少， 节俭可以使贫富
差距不致过于凸显， 不致鲜明对
立。 节俭也是对和谐社会建设尽
了一份心力。

我们今天重提节俭， 当然不
是号召大家再去过苦日子， 而是
要给节俭赋予符合时代特征的新
意 。 我们现在还在 “发展中 ”，
离 “发达” 还远； 我们虽然 “地
大物博 ”， 但面对 “人口众多 ”

却又表现为资源相对短缺 ， 因
此， 节约资源便成为新的历史条
件下节俭观的重要内容。

我们今天重提节俭， 当然还
要从居家过日子做起， 但同时，
我们还应该把眼光放宽一点， 远
一点。 因为， 建设节约型社会已
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 ， 要在生
产、 流通、 消费的各个环节， 动
员和激励全社会节约资源， 更有
效地利用资源， 以最少的资源消
耗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
文化生活需要， 用最少的物质消
耗来支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最少的消耗” 不正是可以从我
们的生活点滴做起么？

经济发展了， 生活富裕了，
我们当然应该消费， 应该享受，
但不可浪费， 不可奢侈， 不能让
节俭变成一种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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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药品浪费现象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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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28日发布风险
提示， 提醒社会公众注意甄别金融直播营销广告主
体资质， 认真了解金融产品或服务重要信息和风险
等级， 防范直播营销中可能隐藏的销售误导等风
险。 （10月28日 新华社） □朱慧卿

杨李喆： 近日， 互联网驾校
“猪兼强” 因资金被冻结、 融资
增资未到账等原因， 无力负担高
额的运营成本， 不仅导致学员无
法正常练车， 更因拖欠员工、 教
练工资， 最终被走投无路的员工
向法院申请破产。 这些乱象， 对
于行业健康发展并无益处可言，
只会丑化形象。 于此， 针对驾考
培训乱象亟须强化依法规制。

■今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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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劳动者权益被侵
犯事件不时发生。 从硬性奇葩
规定到软性职场施压， 职场霸
凌行为花样翻新， 数次引起舆
论关注。记者注意到，虽然职场
霸凌给被霸凌者带来了精神和
身体的双重损害， 但是现行的
法律并没有防止职场霸凌的条
款，关于职场霸凌的准确内涵、
违法性标准等也没有相关规
定。 （10月28日 《法治日报》）

提起职场霸凌， 很多人都
心有隐痛， 都 “一把辛酸泪”。
有媒体在微博上发起 “你遭遇
过职场霸凌吗？” 投票， 在参
与的3.9万人中， 有1万人表示
遭遇过， 1.5万人表示 “不算，
但也被打击过”， 还有1.2万人
表示没有遭遇过。 显然， 遭遇
过职场霸凌或疑似职场霸凌的
人不在少数， 职场霸凌已经超
出了个人私事的范畴， 已经上
升为一种社会问题。

实际上， 很多职场行为都
涉嫌职场霸凌， 比如， 用人单
位逼迫、 要求或鼓励、 倡导员
工吃蚯蚓、 跑十公里、 互扇耳
光、 跪地爬行、 互钻胯下、 当
街裸站等， 都有职场霸凌的影
子， 用人单位的相关领导、 主
管等对员工进行言语讽刺、 侮
辱或肢体侵犯， 给员工设定不
合常理、 超出极限、 无法完成
的工作任务， 以调岗、 减薪等
方式对员工进行打压， 用硬性
或软性手段迫使员工离职， 也
有明显的职场霸凌痕迹。

要有效遏制职场霸凌行
为， 固然需要劳动者增强维权
意识， 需要用人单位增强自律
意识、健全维权机制，但更需要
进一步完善法律、发展法律，给
职场霸凌划出 “法律红线”。立
法部门、 劳动监管部门有必要
对职场霸凌行为进行全面调
查， 给形形色色的职场霸凌精
准画像， 并以此为基础修改相
关劳动法律，或出台实施细则、
法律解释， 明确职场霸凌的概
念和行为特征， 拉出职场霸凌
的黑名单， 规定职场霸凌的法
律责任，让用人单位看清底线，
让劳动者心中有数。 □李英锋

对“玩命拍照”现象
需要加大惩戒力度

给职场霸凌
划出“法律红线”

徐建谈 ： 近日 ， 贵州省息
烽县某影楼摄影师吴某为了拍出
“文艺范” 照片， 自作主张带着
四名年轻女客户来到铁路旁， 打
算让她们穿着婚纱在铁路上拍一
组 “创意” 艺术照。 这一行为立
马被成都铁路局贵阳铁路公安处
正在进行视频巡查的民警发现，
根据相关规定， 当地警方依法对
吴某处以罚款200元、 四名拍照
女子各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 。
鉴于当下一些人热衷到公路、 铁
路取景摆拍、 直播， 建议有关部
门组织调研， 视情况进一步提高
违法处罚标准， 加大打击力度。

近年来， 藜麦、 牛油果和鹰
嘴豆， 这3种食物因被贴上 “超
级食物 ” 的标签 ， 迅速走红网
络， 有不少博主和 “大V” 都在
安利， 说它们营养价值高， 吃了
有助于减肥、 增肌， 特别适合健
身人士。 于是， 这3种网红食物
的售价逐年看涨， 远高于同类产
品。 （10月29日 《科技日报》）

如今是注重养生的年代，减
肥尤其是大热门 ，经过 “大V”渲
染， 无论是 “比普通食物更有营
养”，还是“减肥、增肌”，显然都将
使食物“身价”倍增，“迅速走红网
络”，乃至“售价逐年看涨”，也在
预料之中。

然而如此备受追捧的网红食
物，真的就是“超级食物”吗？不妨
听听专家的说法。其一，“减脂、增
肌”。专家表示，没有必要将藜麦、
牛油果和鹰嘴豆神化， 长期大量
吃它们反而不利于健康。 食物要
搭配着吃才好， 一种食物营养素
再高，也不建议长期大量摄入，饮
食种类应尽量丰富多样， 最好经
常变换摄入的食物。

其二 ，“营养价值特别高 ”。
专家表示， 对食物营养价值的评
判， 通常将其与类似的食物比较
或者和被替代食物比较。以上3种
食物与其同类食物相比， 营养价
值难分仲伯。

显然，相比于不少“大V”，专
家的说法更权威，当然也更科学。
“藜麦和鹰嘴豆可以部分替代传
统主食， 改善主食的结构单一问
题，有益于健康。牛油果因为含油

脂比较多， 多吃容易引发能量过
剩， 不太适合需要控制体重的人
群。”网红食物的功效，也仅此而
已，大可不必神乎其神地称为“超
级食物”。 □钱夙伟

别太迷信网红食物

在家中备些常用药， 结果有
的三五年也没用上， 不知不觉成
了过期药；到医院看个常见病，药
还没吃完病就已经好了， 剩下的
只能先收起来……打开家庭小药
箱，许多人惊讶地发现，曾经花大
价钱买来的药品， 却多半逃不过
被丢弃的命运。 相比起餐饮业的
浪费来说， 药品浪费现象同样不
容小觑。（10月28日 《北京晚报》）

现如今， 大部分家庭都备有
小药箱以备不时之需。 由此造成
的浪费现象也不容小觑。 《中国
家庭过期药品回收白皮书 》 显
示， 中国约有78.6%的家庭备有

家庭小药箱 ， 其中 ， 30%到40%
的药品超过有效期3年以上， 但
80%以上的家庭都没有定期清理
药箱的习惯， 全国一年产生过期
药品约1.5万吨。

家庭药箱浪费不能小觑， 有
效遏制亟待引起重视。 首先， 个
人须增强安全用药意识。 比如 ，
药品要简单、 适量、 分门别类，
避免大量盲目囤药； 用药前， 应
该关注药品的保质期， 以防范服
用过期药给自己带来的健康伤
害 。 其次 ， 应完善药品回收机
制。 据了解， 虽然现行的 《药品
管理法》 对药品生产、 销售、 使

用都作了明确要求， 但并未建立
过期药物的回收制度。 而且， 有
的地方出台了一些过期药品处理
办法的地方性规定， 但是仅停留
在 “办法” 和 “意见” 层面。 对
此， 完善法律法规， 健全回收机制，
明确各相关部门对回收药品行为的
具体监管职责， 当引起重视。

此外 ， 也需要医生合理开
药。 诚如专家建议， 医生在开药
时要严格遵循 “急三慢七” 的原
则，即急性病症最多开三天药，慢
性疾病首次开七天药， 之后看是
否有效以及是否存在严重的不良反
应， 再根据需要来开。 □杨玉龙

驾考培训乱象
亟待依法规制

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