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吉林长春的吕先生
看到申通快递的站点分拣员

“暴力分拣”快递包裹，于是上
前质问。该工作人员回应称，

“谁家都扔，不光我家”。
对此，申通快递吉林长春

经开区二部工作人员表示，申
通快递每单只收 10元钱，不
敢保证快递质量，建议客户以

后发顺丰快递。
面对汹汹舆情，申通官方

回应称，申通东北大区将对违
规网点进行整顿，约谈承包区
负责人并予以处罚，对个别言
辞不当的第三方员工，公司已
解除其劳动合同。

据@澎湃新闻

“暴力分拣”成顽疾

12 月 20 日，西安“一码通”
因为网络瘫痪，健康码无法正常
显示。一公司竟出台奇葩制度，
让员工上班的时候发誓做过核
酸检测。该公司的负责人表示，
要求“员工发誓”是“开个玩笑”。

疫情防控是严肃的事情，容
不得开玩笑。系统出现了问题，
应第一时间恢复系统，或者是用
其他方法证明已经做过了核酸

检测，比如一些应用类 APP 就
能查询到相关信息。

疫情防控成功与否，取决于
我们是不是都按照防控标准严
格执行。依靠“员工发誓”并不能
确保疫情防控的安全。

总之，别把“员工发誓”当笑
话看。“发誓式疫情防控”的游戏
心态要不得。

疫情防控岂能靠“员工发誓”
郝冬梅

某银行广东分行推出抽奖
活动，奖品竟是活生生的“万元
萌猫”。消息传出，引起热议。

“法无禁止即可为”，从法律
角度说，抽奖活动用“万元萌猫”
当奖品，其本身并不违法。“万元
萌猫”既然可以买卖，银行就可
以买来送给顾客，这样的行为没
有违背公序良俗，我们不宜为其
贴上“不尊重生命”的标签。

没有违反法律、没有违背公
序良俗，银行此举为何招致广大
网友的批评？银行拿“万元活猫”
当奖品到底错在哪儿？

其一，获奖者不一定都是宠

物爱好者。饲养猫咪是一项技术
活，除了要有爱心之外，还要投
入精力、财力，如果非爱猫人士
中奖，他们不懂得如何科学养
猫，又舍不得投入养猫成本，就
可能导致小猫在饲养过程中受
到伤害。其二，出于成本考虑，并
不能排除活动方会通过快递的
方式邮寄活猫的可能性。

奖品有很多种，真的没必要
拿活体宠物当奖品。当然，要杜
绝这种事情的发生，不能总靠舆
论倒逼，还是得靠法律遏制。进
一步完善法律，以保护动物福
利，是当前最应该做的。

“万元活猫”当奖品欠妥
张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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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如今，越来越多的儿童食
品出现在超市、商店里。很多家
长给孩子买食品时，更青睐冠
以“儿童食品”字样的产品。记
者探访发现，儿童食品与普通
食品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没有
区别。（12月21日《沧州晚报》）

【留言板】

@无处不在：套路，都是套
路，营销的套路！

@我家小萝莉：炒作概念，
卖高价钱。

@一个人走：收的是家长

的“智商税”！

@羊羊：消费者要有清醒
的认识，别被商家忽悠了。

@林深见鹿：儿童食品和
普通食品在配料表、营养成分
上都没有差别，儿童食品比普
通食品好在哪儿呢？

@蹦蹦妈：噱头！

@无名：儿童食品的品质
不一定比普通食品高，但价格
一定比普通食品高！

@铁蛋儿：关键的是要出
台国家标准，对厂家和商家的
行为进行规范。

儿童食品不“儿童”

近期，一些短视频、直播平
台上出现了越来越多以展示“萌
娃”为主要内容的账号，不少家
长将孩子打造成“网红”，并通过
商务合作实现流量变现。
（据12月21日《沧州晚报》12版）

随着短视频的迅猛发展，不
少家长纷纷将镜头对准“萌娃”。
一开始，这些内容多以展示儿童

生活、记录儿童成长为主，但当
萌娃类账号展现出“吸粉”、变现
功能之后，一些家长竟然打起了

“网红儿童”的主意。个别家长心
态畸变，把孩子当成了“摇钱
树”。

有的家长把 5 岁小孩推到
镜头前表演化妆，有的家长强迫
孩子参与“萌娃坑爹”“母女斗智
斗勇”等段子的拍摄，还有的家
长让儿童摆出不雅姿势吸引流
量……这些家长把孩子当作私
有财产，把自私自利演绎到极致。

近日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
文化市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就是

要规范此类借“网红儿童”牟利
的行为，保障未成年人在网络空
间的合法权益。

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未成
年人互联网普及率为94.9%，未
成年网民规模持续增长，触网低
龄化趋势更为明显。青少年的生
活方式、认知方式与互联网密不
可分。过早地接触到某些不良现
象，不仅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
某种程度上还会助长“读书无用
论”，催生功利思维和浮躁心态。

此外，“网红儿童”等现象的
出现，固然跟一些家长的自私自
利有关，但也直接指向了平台责
任。《意见》明确提出严管严控未

成年人参与网络表演，并对市场
主体责任罗列了一系列规定，可
以说精准切中了大众期待。从现
在起，网络平台应该正视自己的
法律责任，对以儿童为主角的视
频账号加强管理。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民
族的希望，让他们拥有一个健康
文明的网络环境，关系到一代人
的成长。在复杂的网络世界中，
青少年的辨别力、自控力还不
强，这就需要社会、企业、学校、
家庭等合力进行引导。只有加强
管理、趋利避害，积极消除负面
影响，才能让互联网真正成为青
少年的良师益友。

别把儿童当成“摇钱树”
王庆峰

捡山羊还给村民
次日收到羊肉汤

近日，四川内江永安派出
所接到群众报警，在高速路口
有 3只山羊走失。民警找到山
羊，并将山羊交还给村民。不
料，第二天，山羊的主人端着一
盆羊肉汤送到了派出所。见此
情景，民警吓了一跳：“我们把
它救了，你却把它杀了！”

民警掏钱递给山羊的主
人，“含泪”吃了一大碗羊肉汤，
不由得感叹道：“冬至到了，山
羊也知道要跑！”

据@广东台触电新闻

回音：和谐的警民关系。

捡到卡交给司机
收获“意外惊喜”

近日，河南郑州的一名中
学生在公交车上捡到了一张公
交卡，她将公交卡交给司机。司
机看了一眼她身上穿的校服，
想起前段时间捡到一件相同的
校服，校服上绣着学生的名字

“张雨菲”。于是，司机问中学
生：“你认识张雨菲吗？”中学生
惊奇地回答：“我就是张雨菲
啊！”这名中学生意外地找到了
自己丢失的校服。

据@大义齐鲁

回音：善良的回报！

爸爸舍不得打孩子
拿水果“杀鸡儆猴”

近日，陕西一名萌娃犯错
了，爸爸舍不得打孩子，于是拿
水果“杀鸡儆猴”教育孩子。

爸爸把一个梨放在台面
上，让孩子用手砸。孩子一拳头
砸下去，梨纹丝不动。爸爸乘机
教育孩子：“爸爸平时舍不得打
你，爸爸要打起来……”只见爸
爸一拳砸下去，梨被砸得粉碎。
爸爸狠狠地说：“知道了吧！”孩
子当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据@今日资讯

回音：梨：“我做错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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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老酒收藏协会 走进沧州 因此广告覆盖沧州市全区，有需上门请提前预约
免费上门收购

本公司收购1953-2021年新老茅台五粮液酒及2000年以前各地方老酒十七大
名酒以及53度优质白酒。联系电话：张经理 13024511618、田经理 185568111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