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年晚会中大奖
男子独得半头猪

近日，江苏淮安一男子在
跨年晚会上中了特等奖——半
头猪。男子将猪肉扛起来就走，
边走边笑：“没点体力，还真拿
不走这奖！” 据@星沙时报

回音：当场“凡尔赛”！

萌娃忘记戴口罩
宝妈因此出奇招

近日，河南一位宝妈带着
儿子乘坐高铁，萌娃忘记了戴
口罩。宝妈用尿不湿罩在儿子
头上，正好挡住孩子的口鼻。

据中新网

回音：孩子：“我是谁？我在
哪儿？”

爸爸带娃
鼾声如雷

1月1日，郑州一位母亲上
夜班，将孩子交给爸爸看管。家
中视频显示，孩子半夜醒来，哭
着找爸爸，爸爸鼾声如雷，没有
任何反应。幸好侄女在家。年幼
的侄女抱起孩子，开灯给孩子
冲奶粉，这位父亲一直未醒。

据洛阳网

回音：父爱如山，一动不动！

拖欠工资被罚2万
硬币还钱被罚5万

广西北海一公司老板拖欠
员工工资，被法院判决返还员
工工资 2万元。公司老板对判
决不满，2020年 12月 29日，他
拿 2万元硬币支付员工工资，
结果被罚了5万元。

据泉州网

回音：结局无比舒适！

近日，23 岁的拼多多员工
凌晨加班，猝死街头。拼多多在
知乎发文称，以命换钱，是底层
员工的常态。此言一出，舆论哗
然。拼多多紧急公关，称知乎上
的账号不是拼多多所有。知乎随
即作出回应，知乎上的账号确系
拼多多所有。

打脸，啪啪的！
作为普通人，我们努力工作

的意义，是为了让生活变得更美

好。没有了健康，其他都是空谈。
所以，我们需要反思高强度

加班的意义。以命换钱，这样的
加班已经不能和奋斗划等号，更
不能给我们带来自由。

你不在了，单位会在5分钟
之内找人替代你，但家里的天就
塌了。父母老年丧子（女），孩子
幼年丧父（母），配偶中年丧妻
（夫），人生最悲哀的 3 件事，全
部由家人承担。

“以命换钱”不能提倡
向 霞

“无纸化烦恼”不能总烦恼
郝冬梅

据《沧州晚报》报道，如今，
“无纸化”已深入职场各个角落。
然而，各单位标准不一，“纸”与

“无纸”混乱施行。无纸化办公让
诸多工作处在“这边省事、那边
费事”的尴尬状态。

比如，有的部门实行“无纸
化”办公，要求“不见面审批”。为
了“不见面”，即使群众到了现
场，也要求群众回家找电脑“网

上报”。为了“不见面”而“故意不
见面”，为了“无纸化”而故意“无
纸化”，反而增加了群众办事难
度。

实施“无纸化”，也需要“人
性化”。“无纸化的烦恼”其实是
科技成长和运用过程中的烦恼，
但不能总让人烦恼。还需要给老
年人留下温情以待的窗口，给他
们留下“白纸黑字”的服务空间。

“小胖墩”需要体重管理

儿童和青少年肥胖，已
成 为 全 社 会 关 注 的“ 流 行
病”。

前不久发布的一项报告
显示，我国 6 至 17 岁的儿童

和青少年超重肥胖近20%。
对此，专家呼吁，家长应

帮孩子进行长期的体重管
理，远离肥胖。

据《长江日报》

进口车厘子，价格有所回落
【事件】
入冬以来，柑橘、橙子等

水果大量上市，因质优价廉受
到消费者的欢迎。

与此同时，进口车厘子价
格有所回落。市区一家经营生
鲜超市的老板说：“去年冬天，
车厘子价格一斤160元，甚至卖
到一斤200元。现在进口车厘子
的价格便宜多了，每斤的价格

降到了100元以内。”
（1月5日《沧州晚报》）

【留言板】

@肖寒：应季的水果不好吃
吗？非要花钱买进口的！

@刘志汉：今年国外的疫情
闹得这么凶，不吃进口水果，主

要是担心安全问题。

@二月慢慢慢：贫穷限制了
我的想象力，100元一斤的水果
超出了我的购买力。

@开心果：吃的不是水果，
而是一种优越感。一些人误以
为消费了进口水果，自己就是
有钱人。

@LJ：一个月几千元的收
入，敢买 200 元一斤的水果，我
们村管这种行为叫“烧包”。

@牛：买几个尝尝鲜还可以。
但尝过以后，发现还不如不尝。

@王子：我以为只有我一个
人买不起进口水果，看完评论，
我就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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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大概也经历过这样的事
情：在“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
里，长辈们经常群发链接“长期
吃××的人，最后竟然……”“不
看后悔，赶紧转发”……

在饭桌上，父母对着一桌子
菜进行点评，“吃这个能治病”

“专家说，那个东西不能吃”……
这些一看就让人觉得匪夷

所思的东西，不知道为何总能精
准地“投放”到老年人的社交圈
里。

网络时代让人获取资讯更
加便捷，获取的资讯也更纷杂，
这就需要用清醒的头脑来判断
真假，而有些老人往往欠缺判断
力。

他们对网络的信任程度，甚
至超越了对亲人的信任。“网上
都说了”“微信朋友圈都传开
了”……常常成为老年人说话的
开场白。

更让人无奈的是，一些老人
不仅自己相信，还“热心肠”地想
让更多人相信。于是他们被谣
言利用，成了谣言的“二传手”。

其实不仅仅是网络假消息，
各路的假广告也“偏爱”老年人。

前几年，在电视上，几款神
乎其神的保健品被各个领域的

“专家”吹捧，网友经过对比发
现，这几位不同领域、不同学科，
甚至不同民族的专家，居然是同
一个人扮演的。

而这些神药的治疗方向，多
半是针对老年人的，比如治疗腰
腿疼痛、心脑血管疾病等。有网
友说，骗子大概是觉得老年人眼
神不好，看不出来这位“专家”是
同一个人扮演的。

“ 免 费 领 鸡 蛋 ”“ 听 课 领
礼品”……在现实生活中，有些
商家利用免费的噱头，吸引老年
人听讲座或者进行健康体检，用
种种“话术”给老年人“洗脑”。于
是上千元的保健品、几万元的床
垫、鸡肋的按摩器纷纷被老年人
搬回了家。

这些东西如果没有效果反
倒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可怕的
是，有些产品会对老年人的身体

造成伤害。而且，商家通过“洗
脑”，让老年人相信只要用了他
们的产品就可以防病治病。如果
老年人把所有的希望寄托于这
些东西，轻则损失钱财，重则耽
误治疗，甚至于会危及生命。

老人们偏信这些“养生”谣
言，从根上分析，是他们想有个
健康的身体，想有个幸福的晚
年，想少给儿女添麻烦。

想让老年人远离这些谣言，
老年人自己要学会判断。老年人
要判断消息的来源是不是权威，
不要盲目相信网络或者讲座上
学来的“知识”。

做子女的也要多与老人沟
通，及时发现他们存在的认知误
区，帮他们纠偏。

最重要的是，有关部门要加
大打击力度，严惩不法分子，让
造谣者付出沉重的代价。

老年人应警惕养生谣言
本报评论员 何晓玲

“癌症最怕的一种东西，家家
都有，赶快转发”“电吹风用好了
能治疗鼻炎”……打开老年人的
微信朋友圈，形形色色的传言令
人眼花缭乱。

不少年轻人经常被家里的老
人“洗脑”，一些网友感叹：“躲过
了微商、晒娃、投票，却躲不过爸
妈的传谣。”
（据1月4日《沧州晚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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