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掌掴打不出观影文明
如果说“熊孩子”的“我小我任性”是一种让人无奈的软暴力的话，出手打人就

是一种违法行为了。掌掴不等于教育，提升文明意识不能以暴制暴，否则不仅不能
带来公德意识的提升，相反还会带来法治文明的倒退。

□斯涵涵

大年初二，淄博穆女士带儿子看3D电
影，因孩子时常和她交流，遭隔壁两女子警
告后，孩子仍然说话。随后隔壁两女子打了
母子二人，母子二人脸上均有淤青。该女子
希望打人者能自首。（2月12日齐鲁网）
仔细看记者的采访，穆女士的儿子属于

那种好动、调皮、我行我素的孩子，隔壁两女
子两次警告，依然没有收敛，连周围其他观
众都说这孩子太过吵闹。挨打后随母亲去电

影院查看监控，也不停地爬上爬下，让工作
人员都头疼不已。
孩子天性好动活泼，好奇心强，这是好

事，但尊重他人和规则、懂得文明礼貌，应该
由家长从小教育。就此事而言，观影之前告
诉孩子在电影院里不能大声说话，不要影响
别人是最基本的礼仪，这样孩子就会有所准
备；当孩子克制不住自己，任性吵闹的时候，
父母应该严厉禁止孩子，直至将孩子带离影
院，让孩子们从小知道，不遵守规则必须受
到处罚，而不是认为“小孩子就是这样“，“对
孩子要宽容”。可惜这种错误观点是不少家
长的“共识”，骄纵孩子也是不少家长的通
病，因而各种不文明行为导致的冲突层出不
穷。
当然，打人者也并非值得效仿，遇到这

种顽劣的小孩子和自私的家长，二次警告后
毫无效果，的确让人气愤，但这绝对不是出
手打人的理由。可以和家长讲道理，也可以
向影院投诉，让工作人员来维护秩序，维护
自己观影的安宁权。电影院内大声喧哗的确

是一种不文明行为，尚属于道德层面，打伤
他人则违反了《治安管理条例》等法规，应当
受到法律追究。尤其是打人者也带着孩子看
电影，如此“掌掴教育”会给幼小心灵里留下
何种印记？
然而，网络上的一片叫好声则令人不

安。如果说“熊孩子”的“我小我任性”是一种
让人无奈的软暴力的话，出手打人就是一种
违法行为了。掌掴不等于教育，提升文明意
识不能以暴制暴，否则不仅不能带来公德意
识的提升，相反还会带来法治文明的倒退。
文明涵养非一蹴而就，需要潜移默化

一以贯之，规则意识不能一夕养成，更不能
靠掌掴促成。无论年龄大小，任何人违法背
德都应该受到相应警诫或处罚。以小见大，
追根溯源，“熊孩子”是如何产生的？该如何
对待“熊孩子”？公共空间每个人如何谨守
一颗公正，全面遵纪崇德、摒弃暴力的道德
之心？厘清诸多问号，营造文明氛围，提升
法治水平，建设和谐社会，每个人都不能置
身事外。

“食安险”不能替代监管责任

“不加班”成招聘卖点尴尬了谁
■观察家

巷 议
商铺挤占候车厅
拷问公共服务

同学会要多一点真诚
少一点套路

□汪昌莲

海南省近日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海南
省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提
出从2017年起在海南省推广食品安全责任
保险；对责任明确的重大保险事故，保险机
构可直接对受害者先行赔付。（2月12日《新
快报》）
海南将从2017年起推广食品安全责任

保险，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事实上，早在2012
年，上海就已开始推广“食安险”。到了2014
年底，全国已有湖南、河南、江苏、内蒙古、河
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北等省份试点“食安
险”。特别是，国家层面希望这一险种能尽快
铺开，让消费者在遭遇食品安全事故时，至
少在经济赔偿上能获得更多的保障。

基于此，2014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2014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要
求“研究建立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
2015年10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开始施行，其中第四十三条
明确“国家鼓励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参加食品
安全责任保险”。这也表明了，实行“食安
险”，将有法可依。
然而，必须正视的是，推出“食安险”，是

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后的一种补救措施。不从
源头上对食品行业进行监管，仅依赖于“食安
险”，仍然难以保障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食品
安全。因此，推行“食安险”，不能替代监管责
任。换言之，推出“食安险”，仅是食品安全责
任的一种补充。对食品安全的日常监管，应始
终跑在“食安险”的前列。这就要求，有关部门
及食品企业，完善食品安全干预机制，在设施
和技术等方面强化保障措施，防范和减少食
品安全事故的发生。特别是，应借助法律、行
政和市场等多种手段，把保险与食品安全诚
信体系、食品安全追溯体系、“黑名单”制度结
合起来，使“食安险”叫好又叫座。

今年春节黄先生回老家过年，他
参加了小学同学聚会、初中同学聚会、
高中同学聚会，形式几乎一样：聚餐吃
喝，包厢欢唱，猜码拼酒。聚会过后，同
学的近况也没了解，同学之间情谊没
有加深，反而是现场的不良风气让人
心生厌恶。（2月11日《当代生活报》）
很多人参加同学会的目的，就是想
跟老同学叙叙旧，沟通交流这些年来的
人生际遇，彼此增进些了解，加强情感上
的互动。然而时下，最流行的同学会就是
聚餐、探访母校、合影、唱歌等一系列流
程，开始还有些新鲜感，每次都这样就会
令人产生审美疲劳，感觉只是一种形式
化的套路，无法走入彼此的内心。
在一个人的人际关系网络里，同

学的位置很重要，同学情谊贯穿人生
始终，需要彼此珍惜与呵护那份难得
的真诚，莫在充满套路的同学会里丢
失掉。 江德斌

□段思平

2月11日，南京人才市场举办了节后首
场综合性人才招聘会，值得注意的是，由于
原材料涨价、成本上升等原因，企业涨薪的
意愿不高。不过，如今的企业，更喜欢用“不
加班”这样的隐性福利来吸引人才。（2月12
日《现代快报》）
其实，不加班，或者说不违背劳动者意

愿、不超过法定限度的加班，本该是天经地
义的事。可如今公司鼓励员工加班，甚至强
迫员工加班已成常态，“不加班”也就成了
一件稀罕事儿，甚至被拿出来当隐性福利
和招聘“卖点”。
人们越是向往不加班，就越显出加班

对职场人士合法权益的侵害到了极其严重
的程度。在职场中甚至出现了一种“加班文
化”，在这种职场文化导向下，很多人被裹
挟着被迫加班，苦不堪言。当招聘市场再次
发出渴望不加班的声音时，必将对人力市

场形成一种倒逼效应，对崇尚加班的职场
文化产生一定纠偏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讨厌加班，不仅是

它侵犯了自己的合法休息权，减少了自己
自由支配的时间，还因为加班很多时候得
不到相应补偿。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劳动部
门做得还很不够。一来，是因为处于弱势地
位的劳动者很少主动就加班问题维权，而
劳动部门对待加班往往是“民不告官不
究”。二来，即便劳动者举报了加班问题，劳
动部门也并不积极，给出的建议往往是“劳
动者可以向工会组织或劳动仲裁机构反
映”，或者“保留证据诉讼维权”，对劳动者
的实质帮助并不大。
如今职场中人普遍深受加班之苦，劳

动者权益保护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
个过程中，职场生态理应有所改变，劳动部
门应该有所作为。希望有一天“不加班”能
成为普遍现象，而不再是个别企业的招聘
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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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春运，全国各地的客运站皆
是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多数客运站
的候车厅都布置得舒适温馨。然而，
也有部分车站的候车厅存在过度开
发、商铺过多的现象，候车空间被严
重挤占，乘客出行舒适度大大降低。
（2月12日《人民日报》）
候车厅的主要功能就是候车，必须
优先满足乘客的出行需求。当然，车站适
当进行商业开发也无可厚非，既可以盘
活站点资源，拓宽收入渠道，也方便了乘
客就近消费。但凡事都要分清主次，不能
让商业设施喧宾夺主，鸠占鹊巢。
面对商铺挤占候车厅的尴尬，车站
管理者应该认真反思，多从乘客的角度
换位思考，对设置不合理的商铺予以调
整或撤离。有关主管部门也要加强宣传
和检查，督促车站把候车空间还给乘
客，让候车厅回归公共属性。 张枫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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