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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急着上床睡觉
做完这7件事再说

“一夜好眠”对睡眠不佳的人来说是

件奢侈事。北京中医药大学养生室教授

张湖德提示，睡前做好7件事能助眠。①

40℃温水泡脚；②睡前半小时喝杯蜂蜜牛

奶；③温水清洁脸；④五指梳头；⑤静心散

步15分钟；⑥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清

新；⑦听音乐保持好心情。 @生命时报

批评孩子时
你会反思自己吗？

①孩子喜欢谴责别人，可能是你平

时对他批评过多；②孩子懒惰和依赖，

可能是你替他做的事和决定太多；③孩

子容易对抗，可能是你对他太强制；④

孩子自私，可能是你对他太溺爱，要什么

给什么；④孩子习惯退缩、逃避，可能是

遭到了你的轻视和打击。@央视新闻

非 常道

央行：严禁未经授权认可的APP
接入征信系统

央行在近期发布的一份通知中要求，

征信运行机构和接入机构未经授权严禁查

询征信报告，严禁未经授权认可的 APP 接

入征信系统。此外，要求成立征信信息安

全工作领导小组，明确领导层中分管征信

工作的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 @财经网

岂容虚假有机食品鱼目混珠

＞

▋王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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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短裤上班被开除，冤不冤？
▋张培元

热点 冷评

我们在超市买菜时常

常会看到三种不同的蔬菜

类别，它们分别有不同的认

证标识：无公害食品、绿色

食品、有机食品。这三种标

识代表着蔬菜的不同环保

要求。绿色食品比无公害食品的标准要

高，而有机食品的标准更高，但是，这些打

着有机标的食品真是有机的吗？（5月7
日央视网）

根据国家规定，有机认证的土地上不

仅全程不得使用化学肥料、农药等，连种

子、土壤、水质、大气等都有严苛的要求，

有机产品应在销售场所设立有机产品销

售专区或陈列专柜，并与非有机产品销售

区、柜分开等等。比起一般食品，有机食

品的生产成本要高很多，自然售价也要高

很多。因此，在人们心目中，有机就是生

活品质和环境友好的代名词，意味着更天

然、环保、健康、安全。

然而，通过记者的深入调查，

发现所谓的有机蔬菜从种植到销

售，几乎都是在以假乱真，有机信

息都是由生产者、销售商随意“填

写”，信口雌黄。国家相关规定形

同虚设，假有机蔬菜成了一些人

大肆敛财、愚弄消费者的“遮羞

布”，极大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损害了有机食品的声誉。

值得追究的是，但凡有机食

品，其包装上都有一个有机认证

标志，一个有机码。这是认证机构赋予有

机产品的唯一身份代码，可供消费者追溯

查询产品的具体生产信息。央视记者只

是顺着有机码追溯而去，就很轻易地发现

了“有机蔬菜”的种种猫腻，相关监管部门

为何没有察觉？

货真价实的有机食品不仅是环境良

好、制作精细的良心产品，也是监管严格、

信誉至上的最佳载体。厂家和商家要明

确自身的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切莫鱼目

混珠，违法背德。政府有关部门更要强化

监督管理，严打制假售假源头，完善监管

体系，加大监管力度，坚决落实有机食品

溯源制度，确保有机食品的每一个环节都

符合相关标准，对假冒伪劣的有机食品零

容忍，坚决打击，绝不手软。不能任由不

法行为危害有机食品声誉及公共食品安

全，切实保护消费者利益。

穿短裤上班，也能被开除？上海虹口法院近日就审理了

这样一起奇葩的劳动纠纷案件。金先生2016年进入公司，由

于他不顾规定使用私人手机，还穿短裤上班，多次受到处罚。

最终，公司对其解除劳动合同。金先生认为，工作期间穿短裤

不足以认定为《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的严重违反劳动纪律，解

除劳动合同程序不合法。（5月7日东方网）
实事求是地说，企业或单位的工作场所属于公共空间范

畴，并非员工个人专属、随意张扬个性的私密空间，是否穿工

装、穿什么衣服、办公桌上摆放什么样的饰物，要么遵从企业

或单位的具体要求，在规则许可的范围内执行，要么遵循职场

文明的普适原则，根据个人情况适当调整。如果眼里只有“小

我”而没有“集体”，对于单位规则、文明公约视而不见，对管理

者的多次告诫完全不当回事儿——这样的员工，不只是企业

管理者深感头疼，恐怕其他上班族也会为之侧目。

当执行企业规章制度、遵守职场文明与张扬个性之间发

生矛盾冲突之际，到底该如何选择，不应是道两难选择题。从

金先生不合时宜、不甚妥当、坚决不予妥协的“固执”中，我们

看到了当下某些职场中人文明素养的储备不足，对职业人、社

会人、自然人、经济人等不同身份的角色转换迟滞钝化，纪律

感和文明自律意识的淡化；而某些企业仅仅因为短裤事件就

砸掉员工饭碗，也暴露了企业人性化管理的短板，再细再硬再

严的规章制度也不可能是万能的，让每个员工都能愉快而自

觉地认同企业价值观、遵从共同的文明公约和行为规范，不能

单靠机械的行政命令，更要有企业文化的凝聚和约束，有道德

环境的营造与成熟的文明引导、道德他律。

目前这起劳动争议案已进入司法程序，不管法院如何判

决，我们都当深入思考一个问题：未来的职场文明该以怎样

的方式演绎和呈现？大量涌现的新技术、新业态、新用工模

式，都不可能是对职业道德职场文明的颠覆，而是对职业道

德职场文明的重建与升级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企业和劳动

者都当与时俱进，决不能出现“科技进步了、道德落伍了”的

尴尬局面。

禁止深夜玩游戏体现教育善意
▋钱夙伟

近日，湖南一高校下发通知，五一假期后，通过技术

手段禁止学生周一到周四晚上 11 点到早上 8 点期间在

寝室玩游戏。学校称，因为之前很多同学夜间玩游戏，

影响了自己和同学的休息，经过听证会后颁布了这一规

定。（5月7日澎湃新闻）
这针对的显然是学生沉溺网游越来越严重的现

状。在“网瘾”早已成为严重社会问题的大背景之下，大

学生沉溺网游也成为大学管理中最头疼的问题之一。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曾有一项调查显示，大学生网络

成瘾问题日趋严峻，80％中断学业（包括退学、休学）的

大学生都是因为网络成瘾。也因此，不仅家长欢迎这项

曾被视为“管太宽”的举措，而且得到了大多数网友的肯

定，网友纷纷点赞：禁得好！即使有学生一时不理解，终

究会因从中受益，而体悟出学校的苦心和善意。何况，

于有志于成才的大学生，本来也不难做到。

固然，大学不是中学，需要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求

学氛围，但这并非可以不受节制，而无论是读到哪个层

次，苦读永远是需要的。这要靠自律，更要靠他律，诸如

禁止深夜玩游戏这样的严格管理，也是高校的应有之

义。通过这样的方法扭转一些学生的学习态度，虽然有

点一刀切，但对于那些网络游戏成瘾的学生来说，维护

正常的教学秩序和纪律还是有必要的。实际上，正因为

缺乏相应的约束，加大了上瘾的概率。因此，出台刚性

的规定，于沉溺网游的学生，是及时的救赎。

要培养合格、有理想、有信念的当代大学生，让大学

生名符其实地成为时代的骄子、未来的栋梁，首先要求学

校真正负起自己教育者的责任，如那句老话，“不仅教书，

更重育人”，否则，即使学生勉强修够学分，也并非就是国

家亟需的高素质人才。这样的大学教育，仍然是不成功

的。因此，当现在不少高校管理失之于松弛，对于禁止深

夜玩游戏这样的管理举措，实在应该多一点理解和支持。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