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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无声广场舞”学什么

□刘孙恒

现在很多家长在给孩子买食品时，
青睐冠以“儿童食品”字样的产品，认
为它们更符合孩子的身体发育情况，这
类产品往往价格也更高。事实上，对于
3周岁以上的儿童，我国还没有专门的
食品安全标准，很多所谓的“儿童食
品”，成分也与一般食品并无不同，甚
至并不适合儿童食用。（据人民网）

有 需 求 就 有 市 场 ，商 店 里 各 种
“儿童食品”越来越多，本来是一种正
常的市场反应，无可厚非。奈何多数
所谓的“儿童食品”根本名不副实，除
了“儿童食品”的标签是真的，包装可
能稍微符合儿童审美以外，从营养性
到安全性，皆经不起考量。

换句话说，家长们花更高价格
买来的“儿童食品”，很多时候只有
商家赚得盆满钵满，自家孩子并不
会从中受益，相当于花了冤枉钱。
甚至于一些不良商家，为了让“儿
童食品”的噱头更响亮一点，还会
在食品中过多添加一些添加剂，此
举无异还会损害儿童身体健康。

“儿童食品”严重名不副实，除
了商家缺乏社会责任感，也与具体
标准的缺失有很大关系。据悉，目
前我国还没有出台专门针对儿童的
食品标准，仅有的是针对 0~36 个月
的婴幼儿配方食品、辅食的食品安
全标准。如此意味着，对于 3 周岁
以上的孩子，所吃的“儿童食品”
究竟适合与否，全看商家的道德自
觉。

而众所周知，逐利是商家的天
性，将“儿童食品”的安全与否、
有没有营养，全部寄托在商家的道
德之上，显然不靠谱。

不能让“儿童食品”只是商家
谋利的马甲，一方面要求家长们理
性一点，不能看到“儿童专用”“儿
童食品”字样的产品就买，不要当
冤大头，否则被商家忽悠了还给人
家数钱；另一方面需要从立法层面
健全儿童食品标准，推动国家标准
和行业标准的落地，诸如儿童食品
的定义、儿童食品标准、生产加工
条件、标识标签、市场监管、法律
责任等各个方面，都应予以翔实规
定，不留灰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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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钟的

在重庆江北观音桥商圈的广场
上，一群大妈每天开展广场舞活动，
但这里的广场舞却是“静悄悄”的。
原来，她们身上都挂着一个接收器，
音乐直接传到耳机里。3年多来，这
群大妈一直以这种方式跳广场舞，在
观音桥商圈形成了特殊而亮丽的风景
线。（据《中国青年报》）

“无声广场舞”既满足了大妈们开
展活动的需求，又最大限度地减少了
对环境的干扰，周围的年轻人纷纷竖
起大拇指。

近年来，中老年人因为跳广场舞与
周边居民特别是年轻人发生冲突，几乎
成了一个观察社会矛盾的通用切入
口。为什么老年人动辄得咎，而年轻人
这样做却仿佛天经地义呢？这是因为
社会对老龄化的反应“慢半拍”，公共设
施和服务是优先为年轻人设计的。

戴着无线耳机跳广场舞，说实在
的，感觉上未必有使用大喇嘛、把音
量调到最大来得爽。不过，大妈们愿
意牺牲体验，以换取社会的理解与接
纳，并通过这种将心比心的信任和宽
容，实现了有效的资源协调和分配。
相反，如果一点便宜都不肯放，一点
麻烦都不愿意承担，就成了人们眼中

的“倚老卖老”。社会对老人的善意，
来源于老人的谦让与节制。

在跳广场舞的大妈眼中，这些无
线耳麦的价格“还是比较贵的”，由观
音桥商圈为她们配备。拿着所谓的原
则和规定，不依不饶驱逐中老年人，
效果适得其反。主动为中老年人跳广
场舞创造条件，同时想方设法削弱对
环境的影响，不失为明智的管理思路。

在这群广场舞大妈身上，我们看
到的是包容与谅解。“无声广场舞”的
治理思路还给我们可贵的启示：只有
管理者提供更多现实问题的解决方
案，而不是刻板地遵循教条，才能创
造美好的代际关系。

“儿童食品”营养标准不能留白

@人民网：#“996工作制#
“996 工作制”是指员工早 9 点上
班、晚 9点下班，每周工作 6天。
日前有 40多家互联网公司被指实
行“996”工作制，其中包括多家
知名互联网公司。即使员工对这
种工作方式表现出抵制，很多人
最后还是迫于无奈只能默默接受。

点评：朝 九 晚 九 、 每 周 六
天，在互联网行业，这已经成为
众所皆知的明规则。然而无论是
用企业文化包装，还是用奋斗、
勤劳等精神标签鼓吹，都改变不
了“996工作制”的违法本质。对
企业自身发展而言，这种依靠压
榨员工劳动时间、透支员工健康
的成长模式，也注定不能持久。

@北京青年报：#赏花黑名单#
伴随着踏青赏花游人的增多，一
些不文明行为也随之发生。据了
解，北京市属公园正在研究制定

“游园黑名单”制度，今后将对多
次劝阻无效、破坏文物等行为较
为恶劣的游客，采取一定的游园
限制措施。

点评：想法很好，但恐怕会
遭遇执行难，毕竟游园赏花不是
坐火车，没必要一对一验明正
身。事实上，破坏文物等恶劣行
为已经够得上治安处罚了，威慑
力要比“游园黑名单”大得多。
针对这些不文明游客，我们缺的
不是惩戒举措，而是违法必究、
执法必严的零容忍。

“个人频繁辞职和就业，信用将
成问题。”近日，浙江省人社厅副厅
长葛平安的上述发言，引起了外界
广泛讨论。有媒体就此发起网络投
票，其中81%的网友表示反对。（据
新华网）

所谓失信，就是违背承诺，不
守信用。而跳槽只要不违反法律和
劳动合同，什么时候跳，一年跳几
次，都是员工的自由，与信用有何
关系？至于什么是恶意跳槽和频繁
跳槽，也很难界定，建设社会信用
体系势在必行，但信用不是一个
筐，不能什么都往里装。

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
是将来生活的准备。

———杜威《我的教育信
条》

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
难的时光，挺过去，人生豁然
开朗，挺不过去，时间会教你
与 困 难 握 手 言 和 ， 不 必 害
怕。

———《我们都一样，年
轻又彷徨》

人们去做一件灵光闪现的
事并不稀奇，可是要排除万
难、十年如一日地去做，就会
成为风格或永恒。

———李婧《梦想会证明
一切》

过不去的事要过去，放不
下的情要放下。翻过一页，才
能书写另一页，这样，才能让
人生慢慢变成一本书。事过境
迁再阅读，才有往事繁花似
锦，回忆温暖如初。向前不
难，只要学会转弯。

———刘同《向着光亮那
方》

生命的红酒永远榨自破碎
的葡萄，生命的甜汁永远来自
压干的蔗茎。

———张晓风

如果你买一件东西是因为
你喜欢它，那么不管它多贵，
只要你负担得起，你都没有
亏；但如果一件东西你只是因
为它便宜而买它，那么花再少
的钱都是亏。———《把力气
花在你想要的生活上》

勿让道德与抛物一起掉落

4月3日上午，网友“麦田”在微
信朋友圈发了条消息：“一大早就如此
糟心：汽车停在楼下，竟然被扔了鸡
蛋。这是谁干的好事？”（详见本报 4
月4日04版）

梁 正：解决高空抛物问题，只能
靠“两条腿走路”。其一，相关部门加
大处罚力度，明确物业管理公司的责
任、受害人的赔偿依据以及肇事者的
刑事责任。即使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的高空抛物者也应严肃处理，形成巨
大的震慑力，从根本上防止高空抛物
事件的发生。其二，广大市民提高自
身素养。住上了高楼是好事，但决不
能把公共道德意识丢在一边。当你在
不经意时想要高空抛物时，请记住：

一起落下的，还有你的道德。

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

清明小长假，除了回乡祭祖，还
有不少市民选择和家人一起出门游
玩。记者调查发现，绝大多数游客都
能做到自觉文明游玩，但仍有少数游
客在游玩过程中存在一些不文明行
为。（详见本报昨日03版）

徐剑锋：打赢文明游园的“全民
战役”，需要补齐公共道德、公共责任
的“短板”，加快形成“社会共治”格
局。游园文明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
需要公民基本公德意识和旅游素养渐
次提高。这是一个润物无声、潜移默
化的过程，不仅要贯穿于日常的公民
道德教育全过程，而且应通过善意指
导、友情提醒、文明劝导等途径，形
成舆论监督、道德约束、正面引导等
良性机制，营造一个“人人有道德、
人人守公德”的良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