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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辱式付薪”不该无解
□ 余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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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自助“剩宴”不要“头疼医头”
□ 木须虫

长期以来，自

助餐厅因“不能打

包、任吃任取”的业

态属性，刺激了小

部分消费者“宁可

吃剩，不能吃亏”的

“自助餐心态”。当

前，在餐饮业纷纷

响应杜绝浪费的新风尚之下，一直难

以摆脱“浪费”标签的自助餐厅，也正

从自身特点出发，通过一系列诸如押

金制、卡供应、限时间等办法来减少

浪费。记者就此展开调查。（9月16

日《南方都市报》）

自助餐模式，虽说是吃什么、吃

多少消费者自取，但花固定的钱，让

消费者敞开肚子吃，本身就会刺激消

费者“占便宜”的投机心理，滋生出

“不愿吃亏”的就餐心态，常常是“宁

撑死宁浪费也不节约”，因此而带来

自助餐“剩宴”的浪费。

换言之，自助餐“剩宴”某种程度

来说，是消费双方比“精明”信任模糊

语境下，心理下意识的补偿。尽管，

从消费伦理来说，消费者可以把商家

“吃破产”但不能浪费，然而一旦商家

对浪费加以约束，又会带来消费成本

管控、规则附加的质疑，既增加了管

理的繁琐，还会面临操作上的尴尬，

出现诸如规则好立不好守、“松紧尺

度”难拿捏、食客担心“实惠不成反被

坑”等问题，如浪费多少才能处罚、押

金退还是不退，容易产生纠纷，影响

消费信任。

正因如此，治自助“剩宴”不能头

疼医头，只盯着消费者怎么吃，在规

则上设限设卡，更需要的还是要通过

细化经营方式、改进经营理念，来修

复“投机”心理漏洞，引导更理性的消

费。比如，可以尝试“半自助”模式，

避免“一费制”的刺激，将食物分类，

一类一个价格，类别不限量，分开计

费，在放开吃与差别收费中求得平

衡，以费促控量，减少浪费。又比如，

细分自助餐消费的适用范围，只针对

团体就餐提供自助消费，按人头在总

量上严控，避免浪费。此外，自助餐

属于典型的分餐模式，可以朝着“小

份菜”按量计价和按取计费的经营转

变，更有利于促进节约，并且相对于

“剩宴”带来的损失，模式的切换未必

一定会带来效益的损失。

总之，治理餐饮浪费关键是治餐的

精细化，并非完全是“治吃”的严格化。

非常道

李彦宏预测
自动驾驶五年后规模化商用

李彦宏表示，未来五年内，中国的很多城市

拥堵将大大缓解，不再需要限购限行。因为当无

人驾驶逐渐普及，交通事故发生率也会大大降

低。并且李彦宏称，通过测算，以车路协同为基

础 的 智 能 交 通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将 能 够 提 升

15% ～ 30% 的 通 行 效 率 ，从 而 为 GDP 贡 献

2.4% ～4.8%的绝对增长。 @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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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类衣服反着晾才科学
避免掉色变形

总体来说，大多数材质的外衣都适宜反着

晾晒，可避免衣物正面直接接触阳光。尤其以

下四类：①丝绸类衣物：丝绸材质柔软、耐光感

较差；②化纤类衣物：此类材料韧性较低，强烈

的紫外线会让纤维丝老化断裂，还易引起变色

和褪色；③针织类衣物：避免布料弱化、变硬。

④棉麻类衣物：避免布料变黄或褪色。

@生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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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乡村去！”
成出游首选的思考

□ 钱夙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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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乡村去！”正成为当前人们出游的首选

方式。在全国乡村旅游与民宿工作现场会上，

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介绍，今年第二季度，

乡村旅游形势大为好转，环比增长达 148.8%；7

月至8月，乡村旅游总人数、总收入均已恢复往

年同期的九成多，从业人员数量基本达到去年

同期水平。（9月16日《人民日报》）

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休闲形式，

于今已是遍地开花，也已经为更多的人们所接

受，乡村旅游带动了假日经济的发展，成为农民

创业致富的主要形式。预计未来 5 到 10 年，乡

村旅游接待人次可达20亿人次，农民直接接待

可达 10 亿人次。“当前我国旅游业的升级过程

已经开启，乡村旅游升级潮也将很快兴起，乡村

旅游将出现一个更加繁荣的‘涌泉格局’，不断

向农户深入和下沉，并带来农村的繁荣。”

但当“乡村旅游”如今一片红火，需要面对

的是，几乎一哄而上的乡村旅游，除了让人感到

大同小异乃至千篇一律，由于制度规定和管理

的相对滞后，乡村旅游发展基本是粗放式的。

尤其是生态环境保护与行业发展面临激烈冲

突，已经在各地普遍存在。而置于旅游市场品

质广泛提升的背景之下，目前的乡村旅游“热”，

也必然难以持久。专家认为，目前我国乡村旅

游存在产品初级、模式单一、市场饱和、竞争恶

性等问题，乡村旅游亟须提质上档。

有业者认为，乡村旅游的痛点，恰恰是行

业需要创新突破之处。而最大化地发掘和利用

无法复制的原生态优势，正是创新突破的基

础。因此，于当下乡村旅游的“提质上档”，首先

要因地制宜地制订发展规划，着力于生态环境

的整治，全面加强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抢救和挖

掘独特的历史文化遗存，在此基础上，以乡村休

闲和农业观光相结合的高端形态为目标，致力

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无疑，有着原汁原味

乡村风味的村庄和乡野，于村民们是宜居的，于

游客，必定是有旅游价值的，而这也正是“‘到乡

村去！’成出游首选”持续的后劲之所在。

四川资中女子张某在一家医学

美容公司离职后，通过劳动仲裁，得

以获得共计6000多元的补偿金。9月

14日，她应约前往劳动仲裁部门领取

补偿金时，公司方面却用三轮车拖来

两桶硬币。她称，对方拉来的都是一

角的硬币，还让她“一角一角地数”，

因此认为公司这一行为涉嫌侮辱。（9

月15日红星新闻）

笔者以为，对付款较大数量的薪

水，使用小额的大量硬币等支付的，

对付款者而言可能表达的是一种不

满和无声抗议。尤其是通过法律、仲

裁等被讨要的企业欠薪，这样做本质

上是幼稚的精神胜利法，是一种“讨

薪难”延续的表现，是从恶意欠薪向

纵深“恶意付薪”的转变与推进，是企

业等经营不诚信的表现。

换句话说，对待企业的不诚信

经营，除了社会曝光、谴责之外，作

为相关主管部门，应该对这样的不诚

信及时进行规制，比如纳入经营不诚

信黑名单等。但严峻的现实是，我们

多见“羞辱式付薪”现象，但因此采

取行动让相关企业付出代价的案例

却并鲜见。

“羞辱式付薪”和恶意欠薪一样，

凸显的都是用工者对劳动者和劳动

成果的不尊重，为劳动者有效得到工

资，凭空又设置了一道“讨薪”的隐形

“难关”，更增加了劳动者体面得到薪

水的难度。虽然就总体上说，“羞辱

式付薪”现象并不多，但其引发的恶

劣影响并不比众多的恶意欠薪轻。

这种情况下，如果再让“羞辱式付薪”

蔓延泛滥，会进一步加重劳动者“讨

薪难”。

“羞辱式付薪”不该长期无解。

对此，有关方面应该深刻认识高度重

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一方面，

按照现有法律法规规范严肃执法、司

法，增加“羞辱式付薪”现有法规成

本，使其不敢轻易为之；另一方面，则

是加快法规修改完善步伐，用明确规

定和罚则遏止“羞辱式付薪”的随意、

轻易就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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