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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装水中几乎都含塑料微粒
到底致不致癌？

科学家对 11 个知名品牌的 259

瓶瓶装水进行了测试，发现几乎所有

的瓶装水中都含有塑料微粒。喝的

是瓶装水，咽下的是塑料颗粒。塑料

微粒对人体健康是否有危害？由于

该领域研究甚少，目前还没有人能够

给出确切的答案。 @中国新闻周刊

滥用真人“表情包”
当心侵权!

专家表示，如果不以营利为

目的制作和使用真人表情包，

只需保证合理使用，不侵犯真

实人物的名誉权即可。然而，

一旦以营利为目的，则需要征

求肖像权人、著作权人的同意，

否则将构成侵权。@北京日报

非 常道

二线城市：不在抢人中爆发
就在抢人中灭亡

对于二线城市日趋疯狂的“抢人”，有评论将

其理解为抢夺人才的升级。事实上并非完全如

此，因为在二线城市的“抢人”中，显然其抢夺的

对象并不符合原先的“人才”标准，而是相对更为

宽松，几乎可以说到了是人就行的地步。这说

明，二线城市现在已经深深明白一个事实：再不

抢人，自己这个二线城市就没了！@中国经营报

不合理的“加班文化”别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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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不能沦为“低俗秀”的温床
▋杜学峰

热点 冷评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

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1980 名上班族进行的一项

调查显示，50.7%的受访者

称 所 在 企 业 有“ 加 班 文

化”。53.0%的受访者认为

过度加班损害员工身心健康，不利于企

业长远发展，44.1%的受访者认为过度加

班会降低工作效率，让员工患上“拖延

症”。（3月29日《中国青年报》）
“不是在上班，就是在上班的路上。

感觉身体被掏空。”不少职场人士聊到工

作状态时，如是说。有事没事习惯加班、

三天两头睡办公室——这种披着“吃苦

耐劳”外衣的加班文化，如幽灵般成为悬

在员工生命健康权益之上的达摩克利斯

之剑。

在这个生活美好的新时代，压力山

大、身心俱疲显然不是个好状态。在“加

班文化”的影响下，工作压力大、加班常

态化导致的过度劳累、健康透支，正威胁

着不少人的生命。“过劳死”已不再是某

一行业的特有现象，并且呈年轻化趋

势。相信大家都知道，加班危害健康，

2015 年深圳 36 岁 IT 男猝死马桶上，死前

一天说工作太累了；2016 年春雨医生的

创始人张锐先生的英年早逝等等，除了

工作量给员工带来的外界疲劳，更严重

的是对人心理上的迫害。

全国总工会开展的第八次全国职工队

伍状况调查就显示，47.1%的职工每周工作

时间在40小时以内，31.3%的职工每周工作

时间在41~48小时，每周工作时间在48小

时以上的职工占比21.6%；加班加点足额拿

到加班费或倒休的职工仅占44%；没有享

受带薪年假、没有补偿的占35.1%。

显然，在休假文化大不过加班文化

的当下，指望企业靠道德自觉来解决加

班的困局，估计还是难以完成的任务。

因此，政协工会界委员针对“加班文化”

开出了清晰明确的综合药方，涉及企业、

行业、立法、执法等方面，也就是说，需要

拿出综合治理方案、打出“组合拳”以遏

制过度加班。

当然，除了法律层面的清晰界定和监

管部门的执法力度之外，更要扭转加班光

荣的认知，形成科学合理的工作方式。

愿更多善意之光照耀前行之路
▋高永维

一名少年在黢黑的山路上骑行，一位司机因担心孩

子害怕和摔跤，慢慢跟在后面用车灯照亮少年的回家路，

20分钟之后当前方有灯光出现，少年下车鞠躬向司机致

谢……就是这样简单的情节，就是这样平凡的故事，却在

网络上打动了无数人。

以上不是一则公益广告，而是3月26日晚发生在云

南省文山州广南县的真事。一位“好心司机”，一个“感恩

男孩”，共同演绎出暖心一幕，正是因为善意与温暖，这段

视频才会在网络上引来点赞和评论无数，才会让所有人

心头都为之一热。

善心“花开一朵”，善意便能“梅开二度”。给善良一

个积极的回应，善行就会不断传递下去。用车灯为夜路

学生照亮，不是一件惊天地的大事，但是却是暖暖的善

行。对于这样的举动，如果没有回应，甚至心安理得，“好

心司机”或许不会计较，但是却必然会心有遗憾。骑车少

年主动下车鞠躬，那一刻是对善意的积极回应，其实更为

所有人上了一课。善意和感恩的你来我往，会激发出更

多的善行。

曾几何时，我们面临着老人摔倒不敢扶、有人落水不

敢救的尴尬，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明明是举手之劳，可

是很多人却无奈地选择袖手旁观。那样的社会，多了几

丝淡漠，少了很多温情。“好心司机”和“感恩男孩”的故

事，传递的是正能量，弘扬的是真善美。对于我们每个人

来说，我们不应该是只被感动，更应该拿出具体行动。当

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主动搭把手，当自己得到帮助的时

候真诚致个谢，这样阳光和美好就会充满社会的每一个

角落。

一人为善，力量有限；众人为善，力可撼天。“好心司

机”用灯光照亮的，不只是黢黑的夜路，还有孩子的心灵，

还有大家的内心，如果每一个人都行动起来，都积极学

善、向善、从善，都成为美德的播种者，都成为善意的承载

者，那么阴暗势必被阳光取代、寒冷定然被温暖代替。

就从你我做起，就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愿更多善意之

光汇聚，愿每一个人的前行之路都有“灯光”照耀！

精神支撑 王恒/漫画

盲目模仿、恶搞低俗、内容涉黄……已成网络新宠的短

视频，日渐暴露其良莠并存的内容生态现状。调查显示，搞

笑有趣和消磨时间是受访者认为短视频能够吸引大众的主

要原因。然而，一些短视频内容生产者为求标新立异吸引眼

球，走上低俗歪路。不少网友吐槽，许多短视频平台已沦为

低俗秀场。（3月29日《人民日报》）
作为网络文化的产物，短视频兼容了碎片化接受情境和

感官化内容形态两种特征，迎合了受众填补闲暇时间的需求

或获取感官刺激的心理，自然颇有“市场”。但内容如果不乏

“低俗”甚至走上“歪路”，这就不是什么好兆头了。

比如有的以生吃猪肉、大口喝酒等行为博人眼球，频频

在画面中高呼“请点赞”；有的打着表演才艺的幌子，借助夸

张妆容或奇装异服迎合猎奇心理；有的夹杂“荤段子”，以色

情露骨内容打起擦边球。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显然，这样的短视频，不仅令人大跌眼镜，更会产生一些

不容忽视的负面效应。如湖南益阳两名短视频平台主播为

拍摄短视频，公然爬上一辆正在巡逻执勤的警车踩踏“耍

酷”，终因寻衅滋事被处以行政拘留。也因此，采取措施，别

让短视频沦为“低俗秀”，就是一道亟待解决的现实考题。

首先，构筑良性内容生态，平台要有所作为，要为热

门推荐的视频作品承担法律和社会责任。内容推荐必

须考虑社会影响，不能满足于“掩耳盗铃”式的传统监管

模式，放任低俗违规内容传播。所谓算法中立和机器推

荐，不应成为个别短视频平台推脱审核和把关责任的借

口和理由。

同时，平台尽责，监管者也不应缺位。整治低俗短视频，

不能仅仅是平台把关审核被动“救火”，相关监管部门要主动

出击，防患于未然。鉴于目前娱乐类短视频仍存有灰色地带

和监管盲区的现实，以问题为导向，尽快完善针对网络内容

管理和内容生产者的相关法规，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惩戒机

制，形成对不良低俗以及违法违规内容上传者的威慑效应，

以儆效尤，不可或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