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时间用眼看20秒这个竟能缓解眼部疲劳，有
的甚至能治疗近视恢复视力？而声称有这作用的是
网上某短视频平台上正流行的一些所谓护眼的视
频。对此有网友发出考问：现在都需要用手机保护
视力了吗？眼科专家表示，眼睛近视、视疲劳等的主
因就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视物，这些所谓的护眼视
频并不靠谱。（5月16日《北京青年报》）

看手机小视频保护视力，这套鬼话约等于是
“以毒攻毒”的神逻辑了。各路视频博主说得神乎其
神，凑热闹的网友也是乐此不疲，只是很遗憾，专家
们一番科普，瞬间让胡言乱语不攻自破。

看护眼视频不能护眼更不能治疗近视，这背后
的科学道理并不复杂，甚至仅仅凭借常识也能分辨
真伪。而尴尬的是，短视频的传播，从来都是盲从多
于理性。公众听之信之，不过脑的转发，无形之间使

得“谬误”成为流行。
当伪科学与短视频一拍即合，“谣言”“偏见”和

“现代迷信”便一发不可收。明显不靠谱的“护眼小
视频”，居然能收割一波网友，这说来不可思议其实
也不难理解。

众所周知，短视频这一媒介形态，天然定位于
“娱乐消遣杀时间”，受众完全以一种全放松的状态
沉浸其中，其对信息的接受、消化和反馈基本是不
过脑的。生活本来就疲惫不堪了，谁看短视频还带
脑子啊。在此语境下，“护眼视频”大行其道，也便有
了可乘之机。

护眼小视频，绝佳的讽刺。轮番闹出的笑话表
明，某些短视频对于“伪科学谣言”几乎毫不设防，基
于科学立场、专业主义的信息把关更是无从谈起。现
在都需要用手机保护视力了吗？灵魂考问之余，我们
狂刷短视频时，还是多走心、多过脑吧。 然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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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暖心伞”
传递爱心也需“防小人”

今年3月，杭州游2路司机柴小坚和乘客谢
先生带给了我们一个“1把和100把爱心伞”的
温暖故事。为了将这份善意传递下去，钱江晚报
和杭州公交集团、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发起
了杭州公交“暖心伞”公益活动，4月10日，首批
1250把杭州公交暖心伞上线。一个月过去了，杭
州公交暖心伞借出去741把，但还回来的只有
94把。（5月16日《钱江晚报》）

杭州公交“暖心伞”公益活动，缘起于一个暖
心故事，在一个下雨天，杭州一名公交车司机将
一把爱心伞借给了一名抱着孩子的男乘客，后来
该名乘客特意定制了100把爱心伞表达感谢。善
心形成了正向反馈，人们抱着期望，认为这样的
爱心故事，可以得到广泛复制，于是才有了杭州
公交“暖心伞”公益活动。

但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公交暖心伞借出去的
有 741 把，但还回来的只有 94 把，大部分的暖心
伞没有被还回来，暖心伞没有形成预期的善行连
锁反应。暖心伞打了“水漂”，还没有激起太多的
涟漪。

很少有人还暖心伞，也并非都是故意，可能
有些人是忘记了，很多人对杭州公交暖心伞的故
事也不知情，而一些人可能还不知道在哪里还
伞，尤其是对不少外地游客来说。所以，暖心伞公
益活动，还可以开展得更周到、细致一些，比如在
暖心伞伞架旁写上温馨提醒，告诉大家在哪里还
伞；可以对暖心伞进行编号，设置二维码扫码取
伞，告诉大家“暖心伞”的爱心故事，又提醒大家
及时还伞，对于用伞不还的乘客，予以及时提醒，
或是让其失去下次借伞的机会，或是受到相应的
小小惩罚。

这么做，又会让一些人觉得失去了“暖心伞”
公益活动的初衷。要想到，这次公益行动是受到

“1 把和 100 把爱心伞”的温暖故事启发，而那次
爱心故事司机与乘客之间，就是一次完全自发的
行动，是善心的自然流露，没有受到外界的任何

“强迫”。但如果对暖心伞进行编号，对取暖心伞
的乘客予以“追踪定位”，似乎就让暖心故事变得
不再那么暖心，带有了一点“强迫”的意味，从而
违背了公益初衷。

实际上，这种想法是一种“道德洁癖”。要看
到，当初的那起“1 把和 100 把爱心伞”的温暖故
事，也只是个例。所以，就算要弘扬善举、传递爱
心，也不能“全不设防”，一定的约束与限制，并非
是对善举的约束，并非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
腹”，而是能更好激发善举，通过“防小人”，才能
更好保护善心与善行，也能起到防范人心“越轨”
的作用。从而才能让公益活动、爱心活动走得更
远，让爱心的生命力更为持久，从而有利于形成
良好的社会风气。 戴先任

5月 15日，记者接到上海市民杜女士的投诉，
她和另外几名乘客当天早上到了值机柜台，却被吉
祥航空公司告知因为机票超售，没有足够座位不能
登机。对此，吉祥航空当天值班的张经理表示，确实
存在超售机票的情况。并称这是一种营销策略，且
并不只是吉祥一家航空公司存在此类情况，对于当
天因为超售而误机的乘客，给予每人800元的赔偿。
（5月16日澎湃新闻）

严格地说，航空公司超售机票，既算不上是一种
营销策略，也不属于吉祥航空公司独家“销售秘笈”，
而是一种国际惯例，也就是全世界通用的做法。

在国外，机票超售这项国际惯例有着完整的制
度保障机制。航空公司卖超售票时，必须要有提前
告知制度，并且还有鼓励乘客“让座”的经济补偿措
施。譬如日本，对于造成旅客无法登机的赔偿制度，
各大航空公司之间的标准是统一的：即对于当天转
乘其他航班的旅客，给予 1 万日元或者 7500 里程的

赔偿；对于转乘次日航班的旅客，在考虑当晚住宿
费用的基础上给予2万日元或者1.5万里程的赔偿。
即便是旅客进行退票放弃旅行，也可以接受这一补
偿。

此外，航空公司在售票阶段还会特意征集一些
愿意在超售情况下取消飞行的旅客，一旦发生超员
情况，航空公司会首先与这些旅客进行协调。当然，
旅客在同意放弃飞行的同时，也会得到航空公司方
面支付的“合作奖金”。

尽管国内早在 2007 年 5 月，民航局运输司就下
发了《关于规范客票超售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各
航空公司做好机票超售的各项服务工作，如履行告
知义务，对无法登机的旅客提供相应服务并给予一
定补偿等。

但是执行过程中，早已走了形，变了味。其一，
告知义务没有很好地履行。国外民航业的做法是，
如果是超售的机票，旅客会得到明确的提示，自主
选择是否承担可能无法登机的风险。但在国内，所

有超售都是静悄悄地进行，旅客遇到“买了机票却
上不了飞机”常常措手不及；其二，赔偿标准不统
一。国内各航空公司，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没
有形成统一补偿标准；其三，国外航空公司通常将
超售比例控制在3%以内，而国内航空公司却将该比
例提高到不超过 5%。难怪乎，公众普遍认为航空公
司在大搞“国际半例”。

航空公司之所以将超售机票国际惯例演变成
“国际半例”，原因在于，乘客与公司之间的利益博
弈，是建立在利益主体不平等的基础上的，所以，就
出现了这种怪圈，这些企业只“接轨”能给自己带来
好处的部分，而对自己不利的那一部分，选择了逃
避和放弃，从而逐渐演变成既得利益者的“致胜法
宝”。

说到底，要想改变这种状况，政府要从行政和
法律上来约束航空公司，让“国际半例”尽早补齐制
度性短板，真正与世界通用规则接轨，成为名副其
实的国际惯例。 吴睿鸫

机票超售国际惯例不能变成“国际半例”

将夫妻或情侣合影晒于朋友圈，没有做到者，
一律劝退！5月15日下午，河南濮阳一美容机构发
布的这样一则通知，在微博等平台上传播。对此通
知，不少网友认为不合适、涉嫌违法。该美容机构一
崔姓经理称，这只是一个内部活动，并不会真那样
做。有律师表示，通知内容不能作为与劳动者解除
合同的依据。（5月16日《大河报》）

“这是什么操作”、“老板没文化”……奇葩通知
一经曝光，就遭到网友口诛笔伐。的确，员工的个人
微信朋友圈不是企业的官微或公众号，什么时间发
布什么内容应由员工自主决定，公司以“劝退”来强
制员工秀夫妻或情侣合影，严重干扰和侵犯了员工
的个人空间和生活，于情于理于法都说不通。

现实中，向员工提出类似强制要求的用人单位
不在少数，甚至转发、评论、点赞和吸粉的数量都有
硬性规定，完不成任务者，轻则给脸色，重则扣工
资，员工只能忍气吞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
些人会将朋友圈设置为“部分好友可见”，或使用两
个微信号。到了这个份上，类似强制推广方式效果
甚微，甚至适得其反。

为宣传公司活动，这家美容机构玩出了“新高
度”，竟以“劝退”来威胁员工晒出私密度极高的夫
妻或情侣合影，一时沦为笑柄。但此事显然不能当
成笑话看，因为闹剧背后包含着残酷的职场现实：
为养家糊口，很多人不得不委曲求全，接受雇主提
出的种种非理、非法的要求。强制员工秀恩爱事件

之所以在舆论场激起一片涟漪，恰恰是因为此事刺
痛了网友们的脆弱神经。

在自媒体时代，很多用人单位都重视发挥员工
的力量进行推广宣传，员工的朋友圈被侵占后已不
再属于私人花园。而且，这种在虚拟空间侵犯劳动
者权益的问题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尚未引起社会民
众特别是监管部门的足够重视。遏制这股不良风气
显然不能依靠员工的个人抗争，相关部门应创新监
管方式，跟上形势发展要求，向用人单位的“越界”
行为亮剑。

同时，建议有类似做法的用人单位三思而后
行，“强扭的瓜不甜”，与其强制，不如鼓励，比如说
自愿在朋友圈秀恩爱者有奖励，哪怕是小小的奖
励、小到一句口头表扬，比强制方式不知高到哪里
去了。 陈广江

不吐不快

别把“强制员工秀恩爱”
当成笑话

漫画 闵汝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