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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领人群亚健康问题值得关注

热点冷评

■ 左崇年

996 常态加班，刷手机惯性熬夜，

数字时代的快节奏，白领人群的健康

问题频频报警。“白领健康数据报告”

显示，80%的白领人群关注亚健康问

题，90后开始花式养生，80后爱跑步对

抗中年焦虑。互联网时代工作生活节

奏加快，对忙于加班的年轻白领，自查

自诊和线上问诊成为新趋势。（11月4

日《北京青年报》）

一个社会的幸福指数，很大程度

上反映公民的身体健康素质。对社会

而言，健康就是生产力，是社会最大的

资本；对企业而言，健康就是资源和财

富；对于家庭而言，健康就是幸福和快

乐。80%的白领人群关注亚健康问题，

这是健康意识的觉醒，但是白领人群

的亚健康问题，不能只是让他们自身

来关注，仅有他们的自身关注是不够

的，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关注白领人群的亚健康问题，是一

项关爱健康的系统工程。“健康是每个

人的基本权利”，“小康不小康首先看健

康，没有健康就没有小康”，“没有健康

就没有幸福”。正如希腊思想家郝拉克

利特的名言：“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

法表露，才华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

战斗，知识就无法利用。”健康不是一

切，但没有健康就没有一切。无论单位

还是个人，都应该还健康以应有的权

重，不要“等到失去了才知道珍惜”。

作为有关劳动保障部门，应为白

领人群的健康创造良好环境，保障劳

动者的休假权得到落实，坚决依法维

护好他们的合法权益；作为企事业单

位，应该风物长宜放眼量，把员工健康

看作是最大的资本和财富来珍惜，保

障劳动者的休假休息时间；作为白领

人群自身应提高健康意识，平时加强

锻炼，放下手机，不当低头族，抬起头，

出来多走几步，少吃不健康食品充饥

等等。常言道：聪明的人经营健康，明

白的人储存健康，普通的人不懂健康，

糊涂的人忽视健康。如果大家都来关

注白领人群的健康问题，那么不仅是

白领人群，蓝领、金领等劳动者都能远

离亚健康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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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合同“坑多多”需综合整治

非常道

注意了！
两招鉴别真假人口普查员

11月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正式启

动。有人担心，如果有骗子冒充普查员该怎

么办？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表示，

所有普查员都必须佩戴有县级及以上印章

的证件，还可以打电话给社区或村委会工作

人员来鉴别普查人员的身份。提醒大家：人

口普查不涉及任何收入的调查，包括钱财，如

果有，那么他可能是有问题的。@央视财经

微声音

存鸡蛋，冷藏一周=室温一天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指出，鸡

蛋放置在室温环境下一天，变质程度相当

于冷藏环境下放了一周左右，所以新鲜的

鸡蛋应冷藏保存。一般来说，鸡蛋放在2℃

~5℃条件下冷藏，最好在40天内吃完；冬季

室温下储存，尽量在15天内吃完；夏季室温

下储存，尽量在10天内吃完。存放鸡蛋要

注意以下几点：①存前不要清洗；②大头朝

上；③冰箱中存放的鸡蛋应随用随取，取出

后不适合再放回冰箱冷藏。 @生命时报

“老年人疯狂刷短视频”如何化解
■ 钱夙伟

时事乱炖

年前，看到子女整天抱着手机，一些上

了年纪的父母会很不解，有的甚至会加以斥

责。如今，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用上了智能

手机，并沉迷于短视频不能自拔。信息时

代，如何帮助中老年人正确“触网”，已成为

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重要课题。（11月 4日

《光明日报》）

数据统计，截至 2020 年 5 月，中

国50岁以上的“银发人群”移动设备

活跃用户规模超过1亿，增速远高于

其他年龄段人群，是移动网民重要增

量来源。这份报告显示，看视频、听

音乐已经成为大部分银发族娱乐放

松的方式。这本来丰富了老年生活，

但“看视频、听音乐”不能成为生活的

全部，一旦过度的沉迷，于老人是不

能承受之重。

对于过度沉迷于短视频的中老

年人，有的网友建议，互联网平台可

以推出“中老年模式”，就像“青少年模式”会

对青少年进行保护一样，“中老年模式”也能

在使用时长、用眼健康、视频内容等方面对

其进行一定的保护与提醒，从而达到“防沉

迷”的目的。但这让老人情何以堪。以老人

的阅历睿智，一般并不缺乏自制力。再者，

也不具可操作性。

其实，中老年人过度沉迷于短视频，有

多种原因。专家认为，一些中老年人沉迷于

短视频，是因为不愿被时代和技术发展的列

车所落下，他们不愿成为时代的抛弃者。另

外，“互联网技术本身有着智能化算法，能对

用户表现出来的行为给予某种计算，从而锁

定你的需求，完成算法型推送。”相较于年轻

人，中老年人的社会生活比较单一，因此更

容易在一个渠道或平台上消耗过多的时间。

显然，化解中老年人过度沉迷于短视

频，还应多管齐下。中老年人拥抱智能时代

的热情，应该鼓励和支持，但“算法型推送”

应避免成为让老年人沉迷的推手。丰富老

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有关方面应该有所作

为，让他们有更多娱乐放松的方式。而子女

则更责无旁贷，应与老人多陪伴、多沟通，给

他们更多亲情的温暖和慰藉。若此，才能帮

助他们走出智能时代的“迷失”。

在教育培训投诉中，

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消

费者提出退款诉求，经

营者一方都会拿出一份

格式合同抗辩，而其中

的条款存在诸多对消费

者不公平的内容。近

日，教育部联合市场监

管总局印发了《关于对校外培训机构利用不

公平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权益违法行为开

展集中整治的通知》，加大对培训机构利用

格式条款免除自身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

排除消费者法定权利的行为的查处。（11月

4日《北京日报》）

以合同要求“预付费”为例，经营者以此

种方式给消费者享有一定价格优惠，这看起

来很划算，但实则是营销套路，一旦遭遇培训

机构关闭或“跑路”，消费者很难把钱追回。

据报道，在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中，90%以上涉

及预付费情况，且很多时候是通过微信、支付

宝等渠道趸交，培训机构未提供正规发票或

者合同。消费者要想维权，就非常麻烦。

笔者认为，教育培训合同“坑多多”，需

综合整治、多管齐下。此次教育部联合市

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集中整治，

可谓正当其时。首先，要严格规范校外培训

机构的签约履约行为。今年6月，教育部和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中小学生校外培训

服务合同（示范文本）》，涵盖了培训项目、培

训要求、争议处理等内容，尤其对培训收退

费及违约责任作出了详细规定，体现了契约

精神的平等与理性。有关部门要强化宣传、

推动落实。

其次，要加大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力

度。各级教育、市场监管部门要建立工作联

动机制，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提升监管执法效

率，尤其对各类“霸王条款”要及时清理并给

予处罚，“倒逼”行业自律。此前，多家在线教

育机构共同签署行业自律公约，对广告宣传、

退费办法、格式合同等方面进行了约定，就值

得肯定，也有利于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同时，从根本上说，教育培训合同“坑多

多”也是一种不诚信行为，应将那些不良培训

机构纳入失信名单之中，以净化行业生态，更

好地保障教育培训中消费者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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