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官方微信

掌中安徽APP

官方微博

《安徽画报》微信

热点冷评
非常道

微声音

不要透支你和任何人的关系

对父母，倾听而不惟命是从；对所

爱的人，紧密而不混淆；对孩子，慈爱而

不包办；对朋友，相知而不逾界。愿你

我都能收获这样相处舒服的关系，既能

保持分寸感，又不会疏离；既能守住底

线，又不至于淡薄；可以各自忙碌，又彼

此牵挂，简单又纯粹。 @人民日报

没特色的“景区纪念品”能纪念啥？
■ 新华社记者 柯高阳

倡导“能者多劳”不是变成“能者吃亏”时事乱炖

在很多组织包括各级党政部门中存在

一定程度的所谓“能者多劳”现象，“能者多

劳”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表面上的含义，

即只有能者才能多劳。因为你多劳，所

以你是能者。另外一层是潜在的含义，即

因为你是能者，所以必须多劳。多劳是能

者的责任和义务，但多劳并没有多得。在

现实中，往往后一层含义的味道更浓一

些，因此，“能者多劳”就成了一个明夸实贬

的说法，明摆着是欺负“活雷锋”。（5月6日

《宁波日报》）

对于“能者多劳”的说法我们需要用科

学的眼光，公平的眼光审视。从情理上来

说，既然你是“能者”，那么理应承担起“多

劳”的责任，因为你水平最好，你能力最大，

你觉悟最高，该为单位的事情“多出力

气”。但是，需要防止的是，在一些单位里，

严重扭曲了“能者多劳”价值观，把“能者多

劳”变成了“欺负老实人”。

笔者有一位朋友，是单位业务最好的员

工，单位凡是遇到难度大的工作，都会交给

他去做。对于这位“能者”来说，他需要放弃

节假日，放弃正常的下

班时间，加班加点，挑

灯夜战。很多经过他

的手做的业务总是能

获得上级的表扬。作

为“能者”，他甘于奉

献，但是，他也有自己

的烦恼：为何需要“多

劳”的时候，领导想到

了“能者”，而表彰先进

的时候，提拔干部的时

候，却忘记了“能者”。

难道“能者”就得是“甘

愿吃亏”的，就得“与世

无争”？

现实生活里，“能

者多劳”的人很多。这些人兢兢业业，这些

人忘我工作，这些人甚至是牺牲身体健康，

超负荷的干工作。而“不能者”却成了围观

的一群人。“不能者”监督“能者”，“不能者”

按时下班“能者”则加班加点。我们需要追

问的是：“能者”凭什么要“多劳”？“能者”的

“多劳”是否掩盖了某些不良现象？比如，

“不能者”轻轻松松，“能者”累死累活！

“能者多劳”不是让“能干事的人”超负

荷干活，没有底线的干活，不求回报的干

活。“能者多劳”要有底线，更要让“多劳”的

“能者”能够“多得”，无论是金钱还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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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强制学生实习毁了现代职业教育
■ 杨玉龙

近 日 ，有 江 苏 省

盐城技师学院的学生

向央广新闻热线反映，

学校强迫学生到指定

工厂实习，否则不给发

毕业证。记者深入调

查发现，这所全国首批

国家级重点技工学校存在多项教育部、人

社部等五部委联合印发的《职业学校学生

实习管理规定》中明令禁止的问题，甚至

涉嫌赚取实习学生的“人头费”。（据5月

6日央广网）

又见强制实习，这不仅是对学生权益

的侵害，更给现代职业教育带来形象污

损。根据教育部、人社部等五部委联合印

发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明确要

求，学校不得通过中介机构或有偿代理组

织安排学生实习，不得安排学生加班和夜

班。而且安排学生在工厂实习也有明确的

工作时长限制。从媒体记者调查来看，江

苏省盐城技师学院的做法显然违背了相关

规定。

强制学生实习本质上是对学生权益的

侵害，甚至将学生当成了牟利的工具。此

类现象之所以一再出现，从根本上而言，在

于职业院校对学生成长及权益的不尊重。

要知道，强制实习完全违背了实习的初衷，

不仅会打击学生实习的积极性，更有可能

导致学生产生逆反心理。于此，职业院校

理当认清其所带来的危害性，按规定行事，

才是对学生及自身发展的负责。

遏制强制学生实习也需要在完善管理

上下功夫。一方面应立足于“疏”，各级政

府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职业学校学生实习

工作，切实承担责任，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

体措施鼓励企（事）业等单位接收职业学校

学生实习；另一方面也应立足于“堵”，就是

对违规的职业院校加强惩治，铲除违规强

制实习现象生存的土壤。

当然，学生自身也应增强权益保护意

识。实习学生应加强相关知识的学习，对

强制实习更有必要及时依法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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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可能
只是你胡吃海塞的借口

先说结论：运动对健康的确有益，

但可能成为你“胡吃海塞”的借口。一

些食品饮料把自己与“运动”绑定，让人

们认为就算大吃大喝，也能通过运动消

耗。实际上，用运动来消耗热量的效率

低得惊人，一块披萨的卡路里，需要跑

步一小时才能抵消。 @人民日报

■ 郝冬梅

能者“多劳” 王恒/漫画

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各地景点

人气爆棚，国内旅游收入超千亿元，游客

满意度总体较高，但不少游客也表示存在

遗憾：一些景区卖的所谓“纪念品”大同小

异，不仅梳子、手串、披肩、海螺四处可见，

更有甚者，一块普通绣花手帕，在江苏景

区里是“苏绣”，在湖南景区就成了“湘

绣”，到了四川又被唤作“蜀绣”，其实它们

可能都来自某一个小商品批发市场。

兴致勃勃地去一个地方游览，除了休

闲观光，多数游客都希望带回一些旅游纪

念品。既然是纪念品，自然要既有特色又

有品质，“色”“相”二字缺一不可。但这点

小小的愿望，其实很难实现。

本应为旅游目的地名片的纪念品，

却在各地旅游景点“撞脸”，同质化、地摊

化成为当下旅游纪念品市场的鲜明标

签，毫无纪念价值。其中原因，除了文化

缺失、创新不足，还有“门票依赖症”在作

祟：当仅靠门票收入就能赚得盆满钵溢，

还要深度开发和文化创新做什么？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消费升级趋

势明显，游客越来越看重出行品质。权

威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游客出行

更加看重休闲度假类品质出行，私密化、

定制化、小型化成为主流。这种趋势下，

一些地方仍旧把景区纪念品当作一般小

商品对待，不顾特色与品质，不仅让人产

生审美疲劳，拉低消费意愿，也直接影响

亿万游客的旅游体验和满意度，成为旅

游业发展的一块洼地。

值得一提的是，“五一”期间，洛阳博

物馆开发的“唐妞”系列文创新品、武汉

黄鹤楼景区推出的“黄鹤楼雪糕”成为

“爆款”。这提醒我们，要让旅游纪念品

走出同质化洼地，各地景区要学会看长

远、算“大账”，通过挖掘地域特色文化和

景区内涵打造有特色、重品质的纪念品，

让游客心甘情愿地为文化创意买单，助

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