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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个人都有底气去“温暖整个冬天”
■ 斯涵涵

一个多月前，上海肇嘉浜路上，63

岁的王老伯在参加完同学聚会后，刚

出饭店门就倒在了路上，老人们手足

无措时，一个男孩子挤入人群，在等待

救护车到达的五六分钟时间里，持续

对王老伯进行心肺复苏，抢回了老伯

一条命。男孩不愿意告诉大家自己姓

甚名谁，匆匆离开。住院26天后，王老

伯出院，凭着当时校服上的“格致”二

字，和一起聚会的老同学找到了上海

市格致中学，老师们一眼认出老人们

拍摄照片上的孩子是高一（7）班男生

盛晓涵。

这个“温暖了整个冬天”的少年刷

屏了。但值得赞誉的，不仅是挺身而出

的勇敢，更是他施救过程的专业有效。

面对突发状况，有的人不敢轻易伸

援手，也可能担心施救不当反惹麻烦，

但未必没有善心。只是，如果缺乏急救

常识、急救技能，有善心也无法化作行

善的能力。而行善本身，是既需要热

心、也需要能力的一件事，甚至是一件

专业的事。

急救知识并非只是专业救护人员

才需要的技能，而且还是公众在关键时

刻挽救自己和他人生命的“法宝”，可急

救能力一定要经过专业的学习和培

训。发达国家的急救能力培训非常普

及。有媒体报道，法国的急救培训普及

率为其总人口的 40%，德国更是高达

80%；在美国，仅接受过心肺复苏技术培

训的人数就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

在我国，急救技能普及率仅为1%左右。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15 岁少年”，

我们除了倡导向少年学习，更可开展

一些实实在在的行动——更有效地提

高公众急救知识的普及率，更多地让

人们掌握必备的知识技能、建立必备

的反应意识，让“第一反应就是去帮

忙”成为一种习惯，让所有有志伸出

援手的人有底气、有信心、放下后顾

之忧。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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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一键关闭”应成APP标配
坐拥 12 亿用户的微

信，近日被上海消保委点

名批评：广告关不掉，个

性化广告推荐关闭流程

设置繁琐等。微信方面

对此作出最新回应，十分

重视各方的反馈和意见，

将持续优化产品体验。该回应迅速登上微博

热搜。（12月21日《海南特区报》）

其实不止是微信，很多网友在使用各

种APP的时候都会发现，里面的广告不但五

花八门，而且好像对自己很了解，可以称得

上是精准投放。这其实没啥奇怪的，因为这

本身就是一种大数据分析的结果，是这些手

机 APP 通过大数据分析用户的爱好、特点、

消费水平等等基础上，给用户量身定制的广

告。但是，这些个性化广告的存在，对于部

分手机用户可能有用，但对于大部分手机用

户，就是在浪费精力和时间。而且，大量广

告挤压了手机页面空间，反而让一些有用的

信息被压到下面去了。

按照业内人士的说法，消费者是有权

利拒绝这种个性化广告推荐的。而拒绝的

最好方式，就是这些 APP 能够具备广告“一

键关闭”功能。可以说，手机APP的“一键关

闭”功能，可以有效平衡 APP 方和用户的利

益，毕竟有人会因为各种原因不会选择关闭

广告，这就顾及到了 APP 运营方的利益，而

对于不需要这些广告的用户，则可以自行关

闭，这又照顾到了用户的利益。

但是到了现实中，要想关闭APP广告，简

直难于上青天。上海市消保委近日发布了

《APP广告消费者权益保护评价报告（2020）》。

报告通过对600多款主流手机APP广告行为进

行分析发现，58%的APP含有广告，其中69.7%

的广告没有“关闭键”。而即便一些带有关闭键

功能的APP，也存在关闭程序繁琐复杂，关闭时

间过短等问题。比如以全国拥有12亿用户的

微信为例，要想关闭它的个性化广告推荐，竟然

要一步不差地走完11道关卡，而且即便成功关

闭以后，“有效期”也只有半年，半年之后，个性

化推荐广告又会如期出现。

首先从技术上来说，APP难道不能带有“一

键关闭”广告的功能吗？当然不会，那么要想“一

键关闭”广告，一定要经过10个以上的步骤才行

吗？当然也不是。说到底，还是这些手机APP

的开发运营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人为增加

了用户关闭广告的难度，或者根本就不设计广告

的关闭键，让你无论如何都关闭不了。

如此做派，未免有些霸道而且不合情理。

尤其是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越来越强，期待使

用各种APP的体验越来越好的前提下，APP广

告不能关闭、关闭过程太繁琐等问题，必然招致

用户的反感。当然了，在“店大欺客”的原则下，

用户的反感未必能够促进一些APP的改进，

那么不妨由各地消保委，在现行法律法规下，

通过民事公益诉讼等方式，来促进问题的解决。

“35岁”不该是职场招聘一道坎
■ 吴学安

事乱炖时

自从过完34岁生日，在北京一家文化创

意公司工作的许瑶就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

在一年内失去现有的职位，“公司基本没有

35岁以上的人。”许瑶的担心，也是不少企业

职工的担心，因为公司对外的招聘公告往往

是“35岁以下”，公司内又鲜见35岁以上非管

理层员工。一旦迈进35岁门槛，就不禁担心

自己的未来职场生涯，“35岁焦虑症”也随之

而来。（中工网12月17日）

人到 35 岁，如果总是接触到对自己排

斥的招聘信息，这个人就容易有心理恐慌，

比如说害怕被老板解雇、担心被社会淘汰。

以前在单位，工作到 35 岁的都是工龄十几

年的中年骨干了，但现在往往入职的都将近

30 岁了，很多人到了 35 岁还是刚适应的状

态。“35 岁现象”表面上是个人职业发展的

困境，而从深层次来看，也和职场生态、社会

舆论等外部环境分不开。

事实上，与其说是35岁门槛，不如说是

试错和适应的窗口缩短了，以前都是 10 多

年的时间供一个员工成长到 35 岁，现在没

几年就到了“35岁门槛”。

事实上，我国劳动力的整体年龄早已迈

过“35 岁门槛”。有数据表明，1985~2018 年

间，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从 32.23 岁

上升到 38.39 岁，其中城镇 38.37 岁，农村

38.42岁。

所谓的35岁底线，多是用人单位造成的。

如果招聘员工都有年龄限制，那么就会

慢慢影响到这一年龄的人的心理，这是一种

形而上学的风气。招聘人才应着眼于人才

的文化、业务、道德水准，尤其在下岗职工

中，中年人居多，其中不乏可用之才。招聘

中苛刻的年龄限制，不利于寻觅真正的人

才，也不利于人才公平公正的竞争。

35岁无论从工作熟练程度，还是解决疑

难问题的创造力及身体条件都处于黄金阶

段，这一年龄段的员工，大多正是处在从精

力到工作经验日趋成熟阶段，事业处在上升

期，但是此时，却把他们拒之工作的大门外，

或者让他们退出主流社会，这是对人才资源

的浪费。

曾几何时，“4050”存在下岗再就业难问

题。而“35岁”也是职场上一道真实的门槛。

虽说，“打铁还需自身硬”，职场中人提

升自我技能增加含金量是跨越35岁门槛真

招实法。但面对类似“35岁现象”所体现出

来的不合理用工限制，需要充分运用劳动

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武器，靠政府有关部

门、社会、用人单位形成合力，在改变职场生

态、社会舆论等方面，为个人职业发展提供

更加优良的条件，营造“物尽其用、人尽其

才”的社会用人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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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不能动
科学运动有益降压

高血压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病，也是心脑

血管病最主要的危险因素。暨南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心外科副主任医师陆华指出，在高

血压的防治中，除日常口服药物外，患者的

日常护理尤为重要。但有一些高血压患者

认为运动后人的心脏跳动会加快，导致血压

升高，提高高血压的发病率。因此，很多患

者得了高血压后不愿意运动，这种想法是不

对的。适当运动可以达到一定的降压效果。

陆华指出，高血压患者可以每周运动五天

以上，每天参加至少3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运

动，如走路、慢跑、骑行或游泳等动态有氧运

动。据统计，这种运动介入平均可以使得患者

收缩压降低7mmHg，舒张压降低5mmHg。

同时，额外的阻抗训练也可以进一步降

低血压。研究表明，阻抗训练以及等长训练

的降压效果或许会比有氧运动更有效。因

此，推荐高血压患者每周可以进行两到三天

的阻抗训练。但上文提及的运动都是中低

等强度的运动，如果高血压患者需要进行高

强度的运动，那运动前对其进行心血管评估

是非常必要的。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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