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冯海宁

时事乱炖

草坪改菜园，特殊时期也不能胡来

微声音

非常道

在复杂的世界里
和简单的人在一起

在人生的旅途中，一定要和真诚善

良的人同行。和这样的人深交，我们无

需防备，不必伪装，就像一股清泉，徐徐

滋润心田。人和人之间，靠的就是真心

二字。你对我坦诚，我还你真心；你若

曲意奉迎，我便收回最初的热忱。往后

时光，多和圈子简单的人交往。

@新华社

热点冷评 “羡慕正常发工资被开除”当喝止 ■ 斯涵涵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自述因为上

午发朋友圈“真羡慕人家按时发工资”，当天

下午就与评论这条朋友圈的同事一起被公司

开除，在网络引发热议。(4月24日中新网)

员工上午发朋友圈“羡慕人家按时发工

资”，下午便被开除，连同评论“有同感”的人

一并被开除，并且理直气壮地表示拖欠一个

月工资不发属于正常的公司运营，该企业嚣

张跋扈、睥睨一切的气势令人无语。

《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

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

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没有按时发放工

资就是拖欠工资的一种情况，用人单位拖欠

劳动者工资涉嫌违法。该企业把违规当正

常，把“压后”发放员工工资当做公开的“潜规

则”，看来这个老板真该去补一下法律课了。

朋友圈是劳动者的私域，其所发内容只

要不违背公序良俗和法律法规，便无可厚

非。况且该员工并未点明自己属于哪家公

司，其也才到公司不久，难以对企业造成所谓

“极其恶劣”的“不利影响”，并不构成劳动合

同解除的行为。该企业对其开除处理，属于

倚仗企业地位对劳动者滥施处罚、违规辞退。

事件曝光引发热议，该企业眼见情况不妙，

马上改口说是因为这两名当事员工专业水平没

达标。可是，当事人有护士资格证、并在其他医

院工作过五六年，显然与此说法不相符合。用

人单位如因员工专业水平问题辞退员工，需要

提供合同约定和员工不符合职业需求的证据。

简言之，这种“专业水平不合格”的帽子，不是想

扣就能扣在任何一个劳动者头上的，企业随心

所欲，不仅劳动者不认可，法律也不允许。

此事也提醒劳动者，如遇拖欠工资的情

况，可通过自行协商或拨打政府热线、申请仲

裁、投诉举报等渠道，依法维权。当然，监管

部门更应该主动介入，加强监管，促进企业规

范管理，强化企业与员工的平等沟通，切实维

护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杜绝“羡慕正常发

工资被开除”的“任性”之举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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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3 日，首届全

民阅读大会在京开幕。

当日下午，中国新闻出

版研究院发布了“第十

九 次 全 国 国 民 阅 读 调

查”成果，该调查自1999

年开展起，如一年一度的国民阅读“体检报

告”，综合反映着我国国民阅读水平。报告显

示，从各项数据来分析，全民阅读发展态势总

体向好，除报纸和期刊这两项阅读量有所下

降外，其他指标和数据都稳中有升，非常可喜

的是，图书阅读量和阅读率提升比较明显。

（4月24日《光明日报》）

理性来说，全民阅读量持续增长，是可喜

的变化，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特别是越

来越多年轻的群体，不但建立了良好的阅读

习惯，同时，孩子阅读习惯的培养也受到日益

重视，如调查显示，0至17周岁未成年人图书

阅读率为83.9%、0至8周岁儿童家庭中，平时

有陪孩子读书习惯的家庭占 73.2%，正在不

断培养阅读的种子、壮大全民阅读队伍。

当然，全民阅读是衡量国民文明进步的

一项指标，不仅是一个量的要求，更重要的是

也应是质的要求。读书不是简单的文化消

费，更深层次的目标是

还要培育思维、启迪智

慧。换言之，进一步促

进全民阅读，还需要“增

量”与“提质”并重，既要

读书更要读好书。

增量方面，就是进一

步提高阅读的普及率与

惠及面。阅读很高雅，但

成本同样高昂，特别是纸

质图书，无论是生产还是

出版，都要不少的成本。

提高阅读普及，要进一步

强化阅读作为公共文化

产品的供给。对读者阅

读给予政策补贴，引导和

鼓励读者阅读消费。更

充分发挥公共阅读服务

的主渠道作用，采取“图

书快递”等灵活的形式，更大程度消除图书阅

读流通中障碍，扩大阅读的便利。

提质方面，就是进一步提高全民阅读的

品质，让国民读好书。要完善“好书”扶持机

制，鼓励和扶持精品力作的生产，让品质阅读

有活水之源。要引导全社会读“好书”，建立

历史性“好书”的静态书库，指导全民终生阅

读，建立生产优质图书评选与阅读推荐机制，

引导时尚阅读。要提高网络阅读品质好书的

供量，补好网络阅读品质短板。

全民阅读要“增量”与“提质”并重 ■ 木须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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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上海几位阿婆将小区草坪改造

成了菜园，自己动手用锄头锄地种菜。目

击者表示，特殊时期可以理解，疫情过后物

业会进行管理。但大部分人是反对的，认

为破坏绿化会影响环境。此前，也有上海

某小区居民提前“复产复工”，在绿化带里

忙种菜。（4月24日中国网）

近来受新冠疫情影响，上海部分市民

面临“吃菜难”“吃菜贵”，无论是公开报道

中，还是朋友圈中，均能看到相关消息。所

谓“吃菜难”，主要是市民买菜没有以前方

便，想吃某些菜未必能买到。所谓“吃菜

贵”，是说由于配送等成本增加，不少蔬菜

的价格高于往年这个时期。

由于“吃菜难”“吃菜贵”，一些上海市

民在自家阳台搞起盆栽蔬菜，被称为“阳台

农业”。还有一些市民盯上小区公共绿地，

认为让地长草不如让地长菜。这两种现象

都是自力更生解决吃菜问题，在疫情期间，

既增加了生活乐趣，也锻炼了身体，还能丰

富餐盘子、降低生活成本。不过，不是所有

自力更生种菜都是可取的。显然部分市民

在自家阳台种菜，只要不侵犯他人合法权

益，完全是可行的。但一些居民将小区草

坪改成自家菜园的做法，不仅显得很自私，

侵犯了集体利益，还埋下了很多后患。

实际上，部分业主将小区草坪改成自

家菜园的现象，不仅出现在疫情管控期间，

在其他时期也存在；不但存在于上海，也存

在于其他城市。

根据《物权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制定

和修改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管理规约，

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这些事项

由业主共同决定。显然，部分业主将小区

草坪改成菜园是一种擅自行为，根本没有

经过业主共同决定。当然，如果征求业主

意见，估计多数人也不会同意。

将小区草坪改成菜园的做法，容易造

成邻里矛盾，一旦被投诉或者起诉，种菜者

就得恢复原状。即便是疫情等特殊时期，

这种行为也不该纵容，因为容易制造矛盾

不利于共同抗疫。

用每一次努力
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

最好的状态是什么样？一个人的

状态，从来都不是用年龄衡量。随着

年龄增长，最怕的是你不想改变，不知

所措，不愿前进。提前制订计划，做事

更加专注，坚持锻炼身体，养成读书习

惯，保持年轻心态，明确奋斗目标……

不辜负时光，不放弃每一次自我提升

的努力。 @人民日报

“畅游”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