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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吃“死神辣条”，“虐激”式管理当休矣
□ 木须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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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低价头盔
带来二次伤害 □ 杨玉龙

非常道

张文宏：作为医生
我很不愿意大数据把我给替代掉

7月9日，2020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世

博中心拉开帷幕。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

科主任张文宏表示，“作为医生，我很不愿意大

数据把我给替代掉，我也很不愿意大数据往那

里一放，X光片就不要了。很多人把数据一输进

去就给你处方了，这一点我认为还做不到。”张

文宏表示，如何把线上数据和线下数据融合预

警，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一点人工智能可以

发挥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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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长痘痘的人该怎么吃？
①戒掉所有的高糖食物。②减少白米、白

面的比例，把一半以上主食换成全谷杂粮。③

少吃红肉。④多吃绿叶菜和其他蔬菜。⑤避免

有不良反应的食材，如部分人对鸡蛋或牛奶有

反应，吃了易长痘痘。⑥远离辣、咸，少喝酒。

⑦不要乱吃蜂王浆等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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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姐姐”乘风破浪的
机会不容剥夺

□ 张海英

最近，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大热，参

加节目的女性嘉宾年龄都在 30 岁以上，引发了

人们对“30+女性”(即年龄超过30岁的女性)职场

发展的关注和讨论。上周，对 1973 名职场人士

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6.2%的受访职场人感觉

身边“30+女性”职场机会锐减的情况多。（7月9

日《中国青年报》）

“30+女性”在职场机会锐减不外乎这么

几种原因：有的因为生育、养育孩子以及照

顾家庭牵扯精力；有的因不能承担较重工作

压力，或能力无法适应更高工作要求被边缘

化；还有的因用人单位歧视等原因失去发展

机会。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所有职场人群无论是应

聘工作还是晋升机会等，都应该平等。也就是

说，“30+女性”在职场乘风破浪的机会不容被剥

夺，因此，亟须各方共同努力改变“30+女性”职

场机会锐减的现象。对于职场存在的歧视现

象，“30+女性”要勇于说“不”，这既是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也是纠正用人单位偏见。

其次，家庭要平衡“30+女性”与其他成员的

责任。比如生育、养育孩子不只是“30+女性”的

责任，也是其配偶的责任。目前我国多地已出

台制度，规定或者延长男性配偶陪产假，男性要

主动分担责任，老人也要适当帮助，为“30+女

性”在职场发展提供更多机会。

其三，用人单位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待

“30+女性”。“30+女性”在职场有劣势也有优势，

作为用人单位不能只看劣势不看优势。真正善

于管理的用人单位，是利用每个员工的优势去

创造价值。因此，用人单位在晋升机会、重要业

务等方面，要看到“30+女性”的长处。

另外，有关方面要深入推进就业平等。去

年，人社部、全国妇联、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

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

的通知》，就有助于“30+女性”获得平等就业机

会。但用人单位内部对“30+女性”隐性歧视如

何破解，仍需要探索针对性政策措施。

自 6 月 1 日起，全

国开展“一盔一带”安

全守护行动，要求骑摩

托车、电动自行车均需

佩戴头盔。相关人士

建议，由于电动自行车

头盔的国家标准尚未

制定，消费者可以选择摩托车头盔和

自行车运动头盔佩戴，但不能用安全

帽替代头盔。另外，相关检测证实，市

场售价在百元左右的摩托车头盔合格

率较低。（7月9日《北京晚报》）

对于市面上的头盔，消费者很难

辨别其质量如何，而且也很难凭借价

格来判断头盔的质量。所以，确保头

盔质量，强化市场监管首当其冲。据

报道，目前尚无电动自行车的国家级

检测标准。但是，这可以从监管层面

施力，既要持续关注头盔市场价格变

动，强化头盔市场价格监管，又应对质

量安全监管不放松，对不合格不合规

产品加大法律惩治力度。

遏制低价头盔可能诱发的事故，

生产企业及销售环节也须切实负起责

任。比如，据报道，有些原本做安全帽

的厂家，仅对产品外部涂装进行调整

或直接加装护目镜等附件后，就充当

电动自行车头盔进行销售，这样的头

盔无法起到保护作用。这样显然是对

消费者不负责任。生产企业应该切实

保障头盔产品质量关，销售商家同样

须拒绝为问题产品提供便利。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切

莫贪图便宜，在选购时应从正规商超

选购标识齐全的安全头盔，挑选适合

自己头型尺寸的合格头盔，还可以观

察产品包装和说明书上标明的产品标

准，谨防购买劣质产品；另一方面也应

注意科学佩戴安全头盔，这也是保护

自己安全的基础，还如，需要夜间骑

行，可以在头盔四周贴上反光条，更好

地起到提示作用。

总之，小头盔联系着大安全。一

些低价头盔在实验中表现：有的在碰

撞之后出现大面积开裂；还有的头盔

下颏带出现断裂，系带扣松脱，有的直

接脱离开头模，相当于头盔从佩戴者

头部飞出……这些头盔难言安全。于

此，亟待市场监管、生产厂家及销售

商，乃至于消费者等各方重视起来，堵

塞相关漏洞，以规避低价劣质产品给

消费者带来伤害。

因业绩不佳，成都

某公司业务部的7名员

工接受了一项新惩罚：

吃辣条。结果辣条下

肚，两名女员工先后进

了医院。记者调查发

现，这种“死神辣条”属

于 典 型 的 三 无 产 品 。

该公司食用辣条的7人

中，身体反应最强烈的

刘小雪，目前面临着和

公司的劳动纠纷。在

她看来，公司强行要求

她“主动离职”，也是

“死神辣条”引起的连

锁反应。（7月 9日《华

西都市报》）

虽 然 ，奖 罚 并 举

是 必 要 的 管 理 手 段 ，

但凡事皆有度。企业

对员工的惩罚，只要方式对员工人

格尊严和身体健康有损害，就越过

了界线，甚至涉嫌违法了。《劳动法》

就规定，用人单位侮辱、体罚、殴打

劳动者的，对责任人员处以十五日

以下拘留、罚款或者警告；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6 月，贵州

毕节逼着员工吃蚯蚓的企业相关责

任人，就被公安机关以此为依据处

以 5 日拘留。

这种“虐激”式管理，潜含着的是

压榨的野蛮逻辑，将员工视为附庸，

变成赚钱的工具，缺少平等的尊重和

人性的关照，不是从内心激活员工的

积极性、创造性，而是抡起鞭子驱赶

出力，毫无人情可言。这就不难理

解，为何员工罚吃“死神辣条”出现伤

害，企业不积极善后，反而将维权索

赔的员工一辞了之的举动。这事实

上，也意味着“虐激”式管理下的员企

关系是紧张而脆弱的，上下离心离

德，很难想像会经得起市场竞争的风

吹浪打。

惩罚业绩不达标的员工，企业可

以选择合理的方式，但践踏员工尊严，

侵害员工正当权利是不应该有的。这

应该成为社会层面的共识，也该是所

有企业必须恪守的底线，要跳出“虐

激”式管理的野蛮逻辑。

当然，类似“虐激”践踏员工尊

严和权利的越轨行为，在劳动用工

领域并不乏普遍性，更需要政府和

社会层面对和谐文明的劳动用工环

境，予以切实的关切，加强执法管

理，筑牢底线，共同维护好员工的尊

严和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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