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抽干溪水为游客捞手机，算的是“人心账”

扫
一
扫
更
精
彩

市场星报电子版www.scxb.com.cn
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

2023年2月7日星期二
星级编辑/蔡富根 组版/李 静 校对/刘 洁星眼02

看3D电影岂能让观众掏钱买眼镜

微声音

越活越有气质的4种表现

1.读书养才气。人们常说，“腹有诗书气自

华”，常读书气质自然会改变。2.勤奋养运气。

不要认为运气是靠“碰”的，勤奋可以“养”运

气。厚积才能薄发，努力才能有所成就。3.宽

厚养大气。格局大的人懂得宽厚待人，也就显

得大气。格局小的人境界狭小，便容易心生怨

怼、患得患失。4.淡泊养志气。不为名利所累，

不为浮华所诱，宠辱不惊、淡泊宁静，就是一种

高尚的人生境界。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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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的时候，一天

面试了3家，但都因为年

龄被拒了。”春节过后，

来自长春的杨立华再次

加入求职大军。去年11

月开始，杨立华一直在

找工作，但在投简历和面试过程中，他发现很

多公司都把招聘年龄限制在30岁以内，37岁

的他因为“超龄”吃了不少闭门羹。（2月6日

《工人日报》）

正值春招时段，在多个招聘平台上都可以

看到，有不少企业将30岁作为招聘年龄上限。

长春某村镇银行招聘零售客户经理，要求年龄

30周岁(含)以下；上海某信息技术公司招聘人

事专员，要求年龄30岁以下；济南某数字科技

公司招聘行政助理，要求年龄30岁以下……

“年龄是个宝”。不可否认，对于职场来

说，年龄大了确实存在一些劣势。然而，这所

谓的年龄大了，却不能一再“缩水”，从曾经的

“4050”，到“职场 35 岁中年危机”，现在是 30

岁就成为职场的门槛了。这职场的年龄门

槛，怎么就越来越高呢？

一般来说，大多数大学毕业生的年龄是

22 岁，如果再读个研，也就 25 岁了。如此说

来，即便对于求学一帆风顺的大学生来说，也

就是只有 5 年的求职时间。过了这五年，就

会遇到提前的职场中年危机了。

职场“年龄门槛”也是一种歧视，是违

法行为。对劳动者而言有失公

平，不利于其职业长远发展。

对企业而言，这样的歧视性用

工也同样是利弊相生的。他可

能会将真正有能力的劳动力挡

在企业门外，在人口红利趋减、

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一旦劳

动者无法顺利进入职场，会减

少劳动力供给，导致劳动力短

缺、用工成本上涨。对于社会

发展而言，不利于社会人力资

源的合理开发和充分利用，会

造成人力资源浪费。

拆掉招聘的“年龄门槛”，

法律就应该硬起来。不仅是年

龄歧视，对于其他歧视，也都应

以法律的威力予以惩处，以儆效尤。对于行

政、事业、国有企业来说，应该做好表率作

用。再次，还要实施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通

过职业培训、社保补贴等方式，引导用人单位

在用人和招聘时不再有年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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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何必在意，看淡便是晴天

有时候，生活的困难挫折，我们可以笑对；但

别人的一句话，一双冷眼，却能将自己轻易打

败。因为这样，我们总是越活越累，似乎怎么做，都

无法让所有人满意。其实，真正折磨你的，并不是

他人，而是自己的过分在意。学会看淡身外事，才

能做回自在人。有一些眼光，你可以无视；有些误

会，你无需解释；有些态度，你不必介怀。烦恼三千，

不如淡然一笑。自己安好，便是晴天。@新华社

今年春节档电影市场火热，但也有一

些消费者在观影时发现，看3D电影时，有

些影院并不提供免费的3D眼镜，需额外购

买或租赁。记者在网络投诉平台上发现，

针对影院没有免费提供3D眼镜的投诉达

到244条。（2月6日中国新闻网）

得益于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调整，

今年春节档电影市场迎来了强势复苏，

电影票房更是创造了春节档同期票房

“影史第二”的好成绩，可以说是真正实

现了“开门红”。然而，围绕春节电影市

场，一些吐槽的声音，也不应该被忽视。

其中网友吐槽的焦点，就在于国内一些

电影院不再向观众提供免费的 3D 眼镜，

而是需要观众额外自行购买，或者是向

影院方进行租赁。这意味着，消费者要

观看 3D 电影，除了要掏钱购买电影票，

还得掏钱购买或者租赁3D眼镜。

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电影票价屡屡

上涨，已经引发了消费者的不满，现在又要

购买和租赁3D眼镜，对于消费者而言，无

疑是火上浇油。面对消费者的质疑，有影

院回应称，现在的 3D 眼镜都是独立包装

的，所以他们不再进行回收重复利用，消费

者要使用，只能购买。这样的理由显然难

以成立，独立包装的，又不意味着是一次性

产品，怎么就不能回收以后重复利用了？

影院不再为观众提供免费的 3D 眼

镜，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3D 眼镜是

观看 3D 影片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提供

3D 眼镜是观影服务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消费者按照3D电影的票价购买了观

影服务，影院经营者就应当依约向消费者

提供满足观影要求的全部服务，包括向消

费者提供3D眼镜等观影设施。影院自行

将自身应当承担的服务义务拆分开来，转

嫁给消费者，加重消费者负担，违背公平

诚信，属于典型的“不平等格式条款”，也

就是我们常说的“霸王条款”的一种。

所以说，有消费者遇到这种情况，可

以向当地的 12315 投诉，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 苑广阔

近日，有媒体报道，游客刘女士于1月28

日在湖北咸宁药姑山古瑶村景区游玩时，不

慎将手机掉入700米深的峡谷溪水中。由于

手机上有很多重要资料，她抱着试一试的想

法求助景区，而景区工作人员调来了抽水机

和发电机，经过8个小时的不懈努力，手机终

被找回。针对此事，有网友质疑，游客是否有

特殊身份?景区抽水数小时捞手机是否值得?

(2月5日央广网)

这一事件引发了网友的争议，有人为景

区的做法点赞，也有人提出浪费公共资源的

质疑。当事游客的手机不慎掉进峡谷溪水

中，本是她自身的过错，“买单人”也应是她自

己。景区作为服务管理者，“仗义出手”帮助

当事游客打捞手机，这只是“情分”，而并非

“本分”。而打捞起游客丢失的手机，花费了

8 个小时抽干峡谷溪水，可能浪费了较大的

人力财力，这样做就显得有所不值。

网友的质疑不无道理，景区要更好服务游

客，也要权衡好利弊，而不能“无底线”帮忙，有

必要充分评估自身的人力物力，不能超出了能

力范围，而应在能力范围内进行帮助。当然，具

体到景区抽水数小时捞手机这件事上，只要景

区没有浪费公共资源，力所能及地帮助游客打

捞手机，就值得肯定。另外，景区抽水数小时捞

手机，更可贵的是体现出了景区游客至上的服

务理念。据了解，涉事景区一直重视服务，如在

日常工作方面就有相应的奖励机制，比如对游

客服务好的员工，每周例会也会提出表扬，甚至

发放一定的奖金。为了帮助游客找回手机，景

区抽干了峡谷溪水，也就并不让人感到意

外。而据涉事游客称，她掉进水里的手机中

有很多重要资料，这个手机对她很重要。

所以，就算在人力、财力等方面有所损

失，帮助游客打捞起了手机，赢得了游客的赞

誉，有助于塑造良好景区形象，当事景区会

“算账”，他们并不“亏”，这算的不是“经济

账”，而是“人心账”。

景区抽干溪水为游客捞手机，具体的

做法不宜简单效仿、复制，但这种做法透露

出的坚持游客至上的服务理念，却值得点赞

与推广。 戴先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