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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休息，才懂得如何蓄力

为什么你睡了十个小时还是觉得

累？为什么玩了一天仍然觉得疲惫？

休息，可不是痴睡、疯玩。调整生活节

奏，用积极放松来替代消极放纵，会让

你更容易加满能量。别只顾埋头努力，

懂生活的人，休息时尽情放松，奋斗时

竭尽全力。

@人民日报

别把职场“年龄红线”当成“拦路虎”
■ 杨玉龙

把牛奶倒沟里？别把青年人带沟里！时事乱炖

这两天，为打投偶像而倒奶的事引发

网友强烈批评。

粉丝购买赞助商奶制品后，扫描瓶

盖内的二维码才能为偶像助力。买得越

多助力越多，喝不完又转卖不了，直接

倒掉便成了最“快捷”的处理方式。偶

像能不能出道不得而知，但可以预见的

是，节目组和赞助商却获得了高热度和

巨大收益。

对此，我们不禁想问：策划这种打投

方式之初，有没有考虑到可能造成大量

浪费的风险？有没有想过本该承担的社

会责任？在这个前有劳动节后过青年节

的假期，这样的节目、这种营销方式又将

给青年人造成怎样的不良影响和引导？

归根结底，“大量牛奶被倒”的背后，

是以浪费和挥霍为代价的吸睛牟利，是对

劳动的不尊重、对法律的亵

渎和蔑视，其最终结果是误

导、侵蚀了青年人的追求和

三 观 ，不 只 是 把 牛 奶 倒 沟

里，而是把青年人带沟里！

就在节前，4 月 29 日通

过的反食品浪费法明确提

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

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形成

科学健康、物尽其用、防止浪

费的良好习惯”。“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不再只是柔性倡

议，而是被纳入法律条文的

刚性要求，违规者将受到法

律的惩罚。

坚决抵制浪费之风！粉丝多些理性

克制，避免跟风盲从；节目组、相关平台和

企业更要主动作为，时刻记得并肩负起自

身的社会责任。 ■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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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耍小聪明”赚钱不厚道
■ 王军荣

每月的银行信用卡

账单你会一笔笔看个明

白吗？有没有发现一些

不清不楚的收费呢？近

日，记者发现，大量持卡

人在网络平台上投诉浦

发信用卡未经自己同意

擅自开通收费项目，每个项目每月收费 8

元-20元不等，大部分人发现时已收取两三

年甚至更久。（5月5日《北京青年报》）

银行提供服务收费，是天经地义的事，

然而，消费者遭遇稀里糊涂扣钱，却是不应

该的，这样的“赚钱”是不厚道的。

在消费者服务平台“黑猫投诉”上，至4

月 20 日，该平台针对浦发信用卡中心的投

诉已有12266件，比其他银行的信用卡高出

很多。在聚投诉平台上，针对浦发信用卡

的投诉数量也在不断攀升，已超过 6300

件。除了专业的投诉平台，一些知名社交

网站和论坛上，也经常可见浦发信用卡客

户有关长期扣款的吐槽。消费者之所以心

怀不平，是因为被稀里糊涂扣了钱，有的消

费者被扣钱长达好几年。然而，面对质疑，

银行却称，不会在客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开

通付费业务，付费服务的开通有三种可能

性：第一，客户自己在网页、App 等勾选了

付费服务；第二，在客服电话沟通中，客户

同意后开通；第三，银行销售人员与客户充

分沟通后，经客户同意，开通付费服务。退

一步说，即便是消费者开通付费业务是糊

涂的，但续费应该是明确告知。比如，每月

扣款前后应向消费者发出提醒，并明确告

知退订方式。此外，银行应在手机App、微

信小程序等电子渠道设置自行停止收费项

目的选项，为消费者提供对等的便利。可

事实上，这些路径是欠缺的。或许，银行也

是知道“理亏”，面对消费者的投诉，客服介

入速度很快，解决效率很高，多会退钱。从

现实来看，银行“耍小聪明”是能够赚到钱

的，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银行怎么能通

过“耍小聪明”赚钱？

银行不管收取哪种费用，都事关消费

者的切身利益。银行提供服务，都应该站

在消费者立场考虑，提供更加细致的服

务，减少客户的误解。简而言之，收费要

收得明明白白，赚钱要赚在明处。在细节

处故意设“陷阱”，或是“耍小聪明”都是不

厚道的。

让银行光明正大赚钱，监管要发力，不

要给任何形式的“耍小聪明”机会，同时，惩

罚到位，银行也不敢以身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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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变动令 38 岁的互联网公司职员

Tony 不得不离职。在求职的两个月里，

他几次遭拒终于发现：社会热议的“35岁”

门槛，隐形而坚硬地矗立着。据统计，目

前至少有 2 亿人口正处于 35 岁前后。与

Tony有同感的人不在少数。智联招聘的

一项调查显示：80.1%的中高龄求职者认

为，找工作最大的困难是年龄限制。（5月

5日《新华每日电讯》）

“35岁”是职场人绕不过去的“坎”，甚

至有不少人有着职场焦虑。比如，对于很

多中产阶级来说，35岁的危机感不仅来源

于求职“天花板”，更有“上不去下不来”的

发展困境和“上有老下有小”的生存压

力。同时，35 岁前没升到管理层，这样的

职场人可替代性强、易被辞退，因精力不

足、技能老化，往往跳槽也很难，这就是很

现实的问题。

对于上述现象，笔者以为，需要给予正

确对待。尽管“一方面是人的寿命不断提

高，一方面是职业生命在被压缩”是难以避

免的现实，但是不应将职场“年龄红线”当成

“拦路虎”，尤其是，对于个人而言，面对“35

岁+”大可不必自暴自弃，既有必要认清自

己的长处与短板，更应该有适应社会发展的

主动性，通过自身素养的提升增强竞争力。

对于用人单位来讲，应该杜绝“年龄歧

视”。以企业为例，“年龄歧视”文化严重，不

仅是对这些上了年岁员工的不公，而且也将

打击员工积极性。正如有的企业负责人表

示，35岁危机实际折射了用人理念的误区，

企业可能会错失一些人才，也不利于人才长

期发展、产业转型升级。诚如其言，企业发

展当注重人才而不是盯住“年龄”不放。

职场“年龄红线”虽一定程度上存在，

但也并非难以破解之题。正如专家表示，

给人的职业生涯划定时间线，是一种固化

设计，当企业和社会更多演变为流水线，

呈现出机器属性，要警惕人被更多视作

“高级零件”。事实上，就是这样的道理。

人不是冰冷的机器，也不应该当作机器对

待，“年龄红线”现象本就该绝迹。

“宠物盲盒”是对生命的亵渎

近日，有网友爆料成都一快递点

出现大量“宠物盲盒”，许多小猫小狗

在路边奄奄一息，引发网络热议。所

谓“盲盒”，是一种“不知道里面有什

么，但是开箱有惊喜”的娱乐项目。把

宠物当玩具，“宠物盲盒”是对生命的

亵渎。买卖双方都要从“心”出发，多

一份善意，多一点敬畏生命之心。

@新华网

追星“奶” 王恒/漫画

■ 王明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