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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走上坡路的
八个习惯

①遇事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②能够做到自律；③不害怕面对失

败；④有稳定的情绪；⑤拥有不断学

习的习惯；⑥欣赏比自己优秀的人；

⑦保持谦虚；⑧永远善良。

@人民日报

“过度帮助”的背后是成功焦虑
■ 宋鹏伟

篡改食品生产日期被重罚 一点不冤
■ 左崇年

因篡改食品生产日期被罚款301万元，

上海和亦食品有限公司不满处罚“过重”，起

诉行政机关。3月15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

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原告上海和亦食品有限

公司不服被告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

的行政处罚决定以及被告松江区人民政府

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一案，当庭判决驳回原

告的诉讼请求。（3月25日《工人日报》）

在一些人看来，因篡改食品生产日期被

罚款301万元，是小题大作，太重了！而且有

点冤。笔者倒为重罚篡改食品生产日期叫

好！这是咎由自取，不值得同情。

众所周知，生产日期是食品的“出生

证”，必须真实可信，来不得半点虚假。按照

《食品安全法》规定，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

当有标签，标明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

期、保质期、成分或者配料表等内容。即便

面包属于散装类食品，但蛋糕、面包类的食

品，因为有预包装条件，且店铺内也有预包

装的食品销售，所以应当标明生产日期和保

质期。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篡改

食品生产日期，既涉嫌消费欺诈，而且

又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篡改食品生

产日期，即使是过期的食品也给人误

以为是新鲜的。让过期食品“永不过

期”，这是在糊弄消费者，涉嫌欺诈。

长期以来，生产日期造假玩猫

腻，早已成为行业潜规则，国内一些

食品供应商为了减少损失，采取“月

朦胧，夜朦胧”的模糊办法，甚至用

更改日期的非法手段，让生产日期

“早产”，搞提前量，玩时间“穿越”，

或者是“永不过期”。实际上这是一

种比较恶劣的欺诈行为，不仅让信

誉流产，而且造成对消费者的安全

危害。

食品安全无小事，篡改食品生产日期，

由此导致的食品安全隐患不言而喻。 法严人

思善。对篡改食品生产日期，一律实行零容

忍，严厉打击，重罚不含糊，不手软。同时监

管不能含糊不清，应从源头把好关，一经发

现，课以重罚。同时应加大有效监管工作力

度，只要责任不“流产”，监管不“难产”，“早

产”或者篡改食品生产日期的魔方也就不灵

了。还需要建立追责机制，对监管不力者必

须严惩，以此倒逼监管体系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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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标准不容“缺斤少两”
■ 吴睿鸫

今年以来，多地上调

了最低工资标准。然而，

有部分企业却利用延长工

时、剔除福利待遇等变相

稀释劳动者最低工资。这

一显然违反劳动法及最低

工资标准相关规定的行

为，为何存在？记者调查发现，企业违法成

本低、劳动者维权成本高，或许是问题关

键。（3月25日《工人日报》）

按照现行《劳动法》和《最低工资规定》，

最低工资标准一般采取月最低工资标准和

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两种形式，月最低工资标

准适用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

标准适用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工资一般

包括奖金和一些补贴。

作为一项“兜底”的公共政策，最低工资

标准以法律形式来干预工资分配，既是对全

时全日劳动密集和体力付出比较多的岗位

劳动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更是政府调节经

济活动，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

平与正义的重要手段。

然而，放眼国内各地，或是暗度陈仓，或

是明目张胆，总有一些用工企业通过延长工

时、剔除福利待遇等手段，来变相稀释劳动者

最低工资，不依法执行最低工资标准，从而让

最低工资严重“缩水”，变得“缺斤少两”。

实际上，《最低工资规定》第十二条明确

规定，用人单位依法应当支付的最低劳动报

酬，其组成不包含延长工作时间工资，劳动者

在夜班、高温、低温、井下等特殊工作环境、条

件下的津贴，以及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

动者福利待遇等。对于违反本规定的，《最低

工资规定》十三条规定，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责令其限期补发所欠劳动者工资，并可责令

其按所欠工资的1至5倍支付劳动者赔偿金。

现在的问题，尽管制度规定得明明白

白，清清楚楚，但企业胆敢置法律不顾，主要

是违法成本太低，从 2004 年制度实施以来，

若干年鲜见受到处罚的。而作为企业员工，

又因维权成本过高，严重制约着员工通过法

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除支付律

师费之外，有一些交通费、复印费、诉讼费以

及员工都要全程参与其中，譬如，在立案、开

庭等过程当中，当事人不仅不能按时上班，

还要被扣除工资等。

面对企业变相稀释劳动者最低工资行为，

政府职能部门绝不能视而不见，要主动出击，

做好日常核查，严格按照现行最低工资规定，

加大对不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企业处罚力度，

从而维护企业弱势群体员工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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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热评：
中国棉花不容无良企业乱弹

继 H&M 之后，耐克、阿迪达斯

等也被“揪”出曾抵制新疆棉花。一

旦触碰中国底线，就谈不上耐克，而

是必被攻克！污名化新疆蹦得欢，如

今却装聋作哑了？原则问题不容挑

战，核心关切必须直面。中国棉花很

软，中国人很硬，绝不放任无良企业

乱“弹”！ @央视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

问卷网，对 1504 名家长进行的一项调查显

示，88.6%的受访家长坦言自己曾过度帮助

孩子，70.0%的受访家长觉得这样会导致孩

子失去独立性，依赖家长。81.8%的受访家

长建议摆正位置，让孩子独立自主地成长。

（3月25日《中国青年报》）

数据会说话：多数家长都认为自己曾过

度帮助孩子，但也普遍认为这样不好，会让

孩子失去独立性。解决之道，还在家长自己

摆正位置。只是，这些看似正确的话，能否

落实在行动中，也许并不乐观。

何为过度？没有一个科学的定义，大概是

指不能让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家长总要

插手。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大多也只是发生

在幼儿园和小学阶段。随着学习难度的增加，

很多家长即使想介入，恐怕也有心无力了。

并非所有的家长主观上都愿意过度帮

助。以近年来多地教育部门“禁止要求家长

批改作业”为例，有的家长工作繁忙，忙碌一

天后还要批改和检查各项作业，稍有遗漏就

会在家长群中得到“被点名”的待遇……进

一步说，看似是批改，甚至只要求签字即可，

但本质上都是校内教育的延伸，因为家长不

可能只检查是否完成，而不关注对错。既然

家长最后要检查，于是很多孩子就会养成依

赖心理，稍有难度的题目都会空下，等着家

长来辅导。一来二去，过度帮助就成为现

实，家长成为了家庭教师。加上作业量大、

难度高，导致孩子睡觉时间过晚，家长看着

心疼，所以原本很多应当孩子独立完成的事

儿，家长也会代劳。

至于有些创新性的作业和手工作业，难

度和要求远远超出孩子的实际能力。家长不

介入，作业就完不成甚至惨不忍睹，在看到别

人都纷纷代劳之后，也没有几个家长能够坚

持“你的事儿，我不管”。其实，学校和老师也

并非不知道家长代劳，只是很多时候也更在

乎结果，而非孩子从中会收获什么。

说到底，“过度帮助”还是成功焦虑在作

祟，不能眼看着孩子受一点挫折，无时无刻

不想让他从成功走向成功。随着社会进步

与成功标准的多元，这种焦虑会慢慢缓解，

过度帮助也会逐步向适度帮助靠拢。

要的就是这效果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