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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胃王”禁止了，

“黑暗料理”又现江湖。

目前，诸如“黑暗料理”直

播或短视频，在视频平台

上并不少见。记者近日

观看 30 多场相关直播、

200 多条短视频后发现，

此类视频大多以异常夸张的方式吸引网友点

击进入，并持续观看，但往往在直播结束时会

剩下满桌菜品。

制作“黑暗料理”本身并没什么错，只要

这些“料理”能自产自吃自理。问题在于，那

些想借此博得流量的主播并没打算吃下食

物。主播“别出心裁”，利用人们的猎奇心理，

把心思放在怪异的烹饪方式上，不管菜品能

不能吃、味道如何，只要做出来的东西能博人

眼球就达到了目的，导致大量食物被浪费。

也许在主播们看来，自己花钱买了食物，

等于拥有了食物的所有权，想怎么处理就怎

么处理，浪费一点也无所谓。殊不知，浪费食

物不仅是不道德的行为，也是一种违反法律

的行为。

《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个人应当树

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

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

求合理点餐、取餐”，就算在家庭生活中，也

“应当培养形成科学健康、物尽其用、防止浪

费的良好习惯”。审视那些所谓的“黑暗料

理”，加了泥巴的酱爆龙虾，用酱油煮的火鸡

面，将辣椒面、酱油、醋和草莓混在一起的“水

果色拉”等，与“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相距

甚远，根本就谈不上科学健康、物尽其用，显

然触碰了法律底线。

既然主播选择在平台上分享，视频也好

直播也罢，都相当于进行一场示范。特别是

一些粉丝量很高的主播。因此，对于浪费食

物的“黑暗料理”，更应严肃规制。

具体而言，对涉及的店家该警告的警告，

该罚款的罚款，对于制造“黑暗料理”的主播，

也应拿起行政处罚的法律利器。不仅如此，根

据《反食品浪费法》规定，还应强化新闻媒体、

网络平台的义务，不得制作、发布、传播宣扬量

大多吃、暴饮暴食等浪费食品的节目或者音视

频信息，发现用户有违法行为的，应当立即停

止传输相关信息，直至停止提供信息服务等。

避免舌尖上的浪费，是全体公民的法律义

务，对网络主播探店乱象，不能当作段子看笑

话，而应引起警觉、及时治理。刘婷婷光明网

“黑暗料理”只做不吃，不良风气该刹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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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从“高铁对骂”反思“公共意识”

“婴儿高铁上哭闹女子和宝妈对骂”

25日冲上热搜第一。据报道，近日，在重

庆一节高铁车厢内，两名女子发生激烈争

吵。视频中，前排女子对后座带娃的女子

怒吼，称自己本想睡觉，后排婴儿却一直

在耳边吵闹。宝妈也和这名女子互骂，声

音响彻整个车厢。两人对话显示前排女

子是一名孕妇。（4月25日环球网）

高铁上的“故事”有很多，其中之一

便是吵架、打架。相比高铁上互殴，虽

说高铁上对骂属于“轻微症状”，但仍让

人不快。

就拿上述孕妇和宝妈对骂来说，如

果任何一方能换位思考，这场“骂战”就

能避免。坦率地说，这两位女子都不适合吵

架，一个是孕妇，气大伤身不利于腹中胎儿；一

个怀抱婴儿，吵架容易吓到孩子。但不宜吵架

的双方，吵架声音却响彻整个车厢。而且这种

对骂对整个车厢旅客都有不良影响。

“旅途愉快”是高铁上的高频词之一。而

这种旅客间的对骂破坏了旅途愉快氛围，不

但当事人的心情会变坏，车厢内其他乘客的

情绪也会受影响。

不管旅客在高铁上互殴还是对骂，都是

缺乏公共意识的体现。当每一个人身处公共

空间，实际上变成了“公共人”，既要适当控制

个人情绪和私欲，也要兼顾公共空间其他人

的利益。反观高铁对骂事件，既打扰其他旅

客休息，也破坏了车厢里的氛围，让本该愉快

的旅途被吵架“坏情绪”所打破。

所以，对骂事件当事人要反思自己，是

“私欲意识”膨胀，还是“公共意识”缺位？

同时，事发高铁乘务人员也要反思，当两名

女乘客对骂时，自己是否及时出现化解矛

盾？特别是，铁路企业要反思高铁上旅客

之间的吵架、打架事件为何高发、频发，有

什么办法减少这类事件发生，让高铁变成

和谐和睦列车？

显然，办法是有的，例如，已经有多趟高

铁提供了“静音车厢”，旅客购票时可选择带

有“静”标识的车次。如果围绕“静音车厢”和

“不静音车厢”做足公共服务文章，相信争吵

对骂一定会减少。 冯海宁

践踏 王恒／漫画

走上坡路的人，都做好了这4件事
1.坦然接纳，反省自己。永远不要当生活

的逃兵，也不必一直抱怨命运的不公。不断反

思、不断领悟、不断提升，这是一种大智慧。2.

控制情绪，保持冷静。保持头脑冷静，作出客

观分析，我们便能更快地找到前进的方向，从

而为之努力。3.总结复盘，积蓄力量。学会复

盘，过往的时光就不会白白溜走；总结经验，便

能为持续精进提供有力的支撑。4.持续学习，

更新自己。越是优秀的人，越懂得持续学习的

重要性。 @人民日报

没有谁的生活不苦，唯读书是解药
当你被现实打击，觉得世界冰冷的时候，

不妨拿起一本书。在书里，我们能重拾人间

暖意，重新找到好好生活的动力。在一朝一

夕的读书中，也许你不能一下子感受到读书

带来的变化。但在一次次跌倒又站起的过程

中，你总能感受到书带给人们对抗一切的力

量。如果你曾伤痕累累、委屈心痛，不妨多读

读书。让书来成为治愈你的解药，成为助你

走出低谷的阶梯。 @新华社

连续几个小时坐在电脑前，腰酸

背痛、手腕抽筋等，算不算“职业病”？

2023 年 4 月 25 日至 5 月 1 日是全国第

21 个《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记者获

悉，上班族常见的颈椎病、“鼠标手”等

目前还不属于国家法定职业病。(4月

26日《扬子晚报》)

现行的《职业病分类和目录》是2013

年调整修订的，主要包括 10 大类 132 种

职业病，分别是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

吸系统疾病、职业性皮肤病等，并不包括

肌肉骨骼损伤类疾病。其实对于颈椎

病、腰间盘突出等疾病不在职业病范围

内，早就引发了争议，前几年两会期间还

有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将因职业因素导致

的颈椎病纳入职业病范畴。

现在的很多劳动者都需要长时间

伏案低头工作或长期前倾坐姿工作，

颈椎病、肩周等疾病，虽不是法定的职

业病，但确实是与工作相关的疾病，将

因职业因素导致的颈椎病纳入职业病

范畴，合情合理、顺理成章。这样也能

让“打工人”更好预防颈椎病等新型职

业伤害。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颈椎病虽与一

些工作有很大关联，但现代人的一些

不良生活习惯也可能导致颈椎病、肩

周炎等相关疾病。比如近年来长时间

玩手机的“低头族”越来越多，这都可

能导致颈椎病等。如果简单将颈椎病

纳入职业病范畴，将可能大大增加用

人单位压力，这对企业来说显然是不

公平的。

所以，有必要考虑将因职业因素导

致的颈椎病纳入职业病范畴，但前提也

要建立在保护劳资双方合法权益的基

础之上，比如可以通过现代医学手段进

行科学认定，结合劳动者的劳动强度、

新型职业伤害与工作的相关度等，进行

科学评判。

颈椎病等疾病不应成职业伤害保

障的“盲区”。职业病防范也要与时俱

进。如能将颈椎病等新型职业伤害纳

入职业病范畴，对劳动者而言，是“增加

权益”，拓展了劳动者权益空间，有利于

加强劳动者权益保护。 戴先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