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文斌

当很多白领在期待半个月后的端午小长假

时，姚先生却开怀不起来。 原来，今年“五一”小

长假的最后一天，公司要求所有员工加班，安排

的补休却令人匪夷所思———将一天 8 小时工作

时间，精算成 480 分钟，再分摊到全年 250 个工

作日，让员工每天提早 2 分钟下班以充当补休。

“不知道端午节又会出什么花样。 ”(5 月 20 日

《新闻晚报》)

� � 法定节假日被“肢解”成日休两分钟，如此

“肢解假期”，实在太荒唐，只是谁来叫停？

据报道中的老板声称，“肢解假期” 是向资

生堂台湾公司“学习”的。 这家公司曾连续几年

将员工假期挪移到平日提早下班， 可人家被曝

光后，公司高层出面澄清，其员工可在 5 月、 6 月

间另择一日补假。 没想到的是居然有人好的不

学，学坏的，只“学习”了“肢解假期”，当然让员

工很受伤。

“肢解假期”，绝对是违法行为，侵犯了劳动

者的权益。 公司想出“肢解假期”的怪招，其底气

来自惩罚的成本太低。 虽然有专家建议员工申

请劳动仲裁，但员工付出的维权成本恐怕不少。

在时间和精力上都消耗不起， 更重要的是，“得

罪”了东家，严重的要被解雇，这显然不是员工

所想要的，因此，他们不敢和公司硬碰硬，只能

在网上发发帖子解解闷。

荒唐的“肢解假期”谁来叫停？ 在我看来，最

为关键的就是加大惩罚力度，惩罚不仅要重，而

且要及时，才会使企业不敢越雷池半步。 否则，

其他企业完全有可能“学习”，那劳动者的权益

又如何能够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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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国安

近日，有匿名的粮食系统内专家反映，新版

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简称“新标准”)中，大

米被允许添加包括防腐剂在内的三种添加剂。

该专家认为， 大米使用防腐剂在工艺上并无必

要，按照《食品安全法》应该撤销。（5月 20日《新

京报》）

大米里也添加防腐剂？ 许多人听了都大吃

一惊。 一是广大消费者吃惊：现在大米很干净，

“没听说过有大米企业添加双乙酸钠等三种添

加剂的情况。 ”二是生产厂家吃惊：“你说的是什

么？ ”北大荒米业八五九制米厂的李经理听记者

提到这三种添加剂时感到有些奇怪，“我们没用

过。 ”三是专家吃惊：长期从事大米研究的河南

工业大学粮油食品学院教授周显青也认为，新

标准“无法理解”。 在他接触的大米生产厂家中，

也没有用到这三种添加剂的。

更重要的是， 大米使用添加剂没有法律依

据。《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添加剂应当在技

术上确有必要且经过风险评估证明安全可靠，

方可列入允许使用的范围。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行政法室处长黄薇说，《食品安全法》在“安全可

靠”的基础上强调了“技术上确有必要”。“技术

必要性是指添加的物质是生产食品必不可少

的，如果没有就可能对食品质量造成影响。 ”我

们总不能说， 如果没有添加剂， 大米就无法生

产，或者生产出来质量就有问题吧？

于是就有两个问题：一是，大米添加剂是怎

样进入添加剂名单的？ 有什么理论根据；从程序

上说，经过了怎样的必要性评估和安全论证？ 大

家都反对，当时有没有广泛征求意见？ 二是，现

在专家建议对大米添加剂要依据《食品安全法》

撤销。 那么，撤销添加剂需要哪些程序？

我国食品添加剂的管理制度存在一个巨大

漏洞，这就是“宽进严出”。 现在，我国使用的合

法食物添加剂有 2 3 0 0 多种， 其中有国家尺度和

行业尺度的品种不到 3 0 0 种。 这不禁让人质疑，

这 2 3 0 0 多种食品添加剂， 特别是那些连利用尺

度都没有的食物添加剂，是如何经过审批的？ 怎

么一下子拥进这么多？ 相反，如果要取消一个添

加剂，却需要长时间的博弈。 最典型的就是面粉

增白剂， 当初就是商业部粮油工业局局长王瑞

元从国外引入到了中国， 于是商业部在新颁的

小麦粉标准里，允许添加过氧化苯甲酰，卫生部

同步将过氧化苯甲酰列入了《食品添加剂使用

卫生标准》。 而当王瑞元反戈一击，想取缔面粉

增白剂时，却经历了 2 0 年的诉辩。

我们一方面关心，如何撤销大米添加剂，确

保我们继续吃“干净的大米”；我们更关心整个

食品添加剂的管理制度。 我以为我们的政策应

该相反：严进宽出。 想允许添加要层层设卡，严

格程序，增加进入的难度；而对可能有害的添加

剂，则应本着“宁可信其有”的原则随时撤销。

□周明华

近日，记者走访广州多个农贸市场和大型超

市，发现多种蔬菜、水果都跟我们小时候见到的

不一样了：香蕉皮鲜色亮、黄瓜放了几天顶花还

艳而不掉、西瓜变超大……据称，目前有不少蔬

菜、水果在生长种植过程中都使用了催熟剂、膨

大剂等“高科技”手段来增产、增量、保鲜。 有专

家说：“一个瓜果从小到大用十几类激素，没有水

果是‘干净’的”。（5月 20日《南方日报》）

水果浑身是“药”，百姓只能浑身哆嗦。 我们

还敢像儿时那样，简单地用小手擦擦，张嘴就吃

吗？ 十多味激素类添加剂，即便水果是金刚铁铸

之身，也难堪其负，居然还不断有专家站出来为

“剂们”说情，种植、养殖中有部分“添加物”是允

许使用的，只要不超量。

试问，谁来把控这个不超量？ 种植、养殖，以

及物流经销，这些点都处于分散位置，要点对点

监管，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

窃以为，导致而今连西瓜也能膨大这种让人

忧虑的民生现实，根源还是出在之前一些部门和

专家的“暧昧”表态上。 这种表态不但解决不了

问题，相反扰乱了有关部门和公众的视线。 实际

上，膨大剂虽非食品添加剂，但它毕竟是一种植

物激素，除了能让西瓜增加产量，对人体无任何

益处。

既然对人体毫无益处，理当“零”添加。 如果

这里面存在“添加松动”，只会被那些追求利益最

大化的人所利用，铤而走险去选择范围的上限或

者超过上限。 所以，再也不能继续玩“暧昧”了，

少说诸如“加少点没啥”之类的话。 有益就加，无

益就甭加，哪怕是一点点，也不能加。

丈夫离职

妻子“连坐”

□薛建国

因为丈夫的调离或辞职， 今年 4

月底，16 名同在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青海分公司不同岗位工作的女职工

被集中调到公司清扫队工作。 她们当

中大部分是专业技术人员， 有的还是

企业“科技明星”、高级工程师等。（5

月 20日新华网）

堂堂央企， 其做派让人感到非常

小气。啥年代了，还搞“一人有错，株连

九族”那一套。网友把中铝青海分公司

的做法斥之为荒唐， 我看可以再深一

度：“荒唐透顶”！现在该公司负责人辩

解，这 1 6 人均为“正常的岗位调整，并

非打击报复， 所谓涉及其丈夫离职的

背景，纯属巧合”，不过明白人一看，这

种障眼把戏玩得太拙劣了。

荒唐是由决策者心胸狭隘引发

的， 宽以待人是一个领导者的基本素

养，无容人之心者，整人就成了他们用

来张扬权力的一种方式。 从这个角度

看， 中铝青海分公司的做法也许能起

到敲山震虎，控制人才外流的作用，但

谁能保证他们不是“人在曹营心在汉”

呢？心悦才能诚服，迫于权威和一些利

益考虑，有人会选择放弃自己的打算，

但这种放弃绝对不是甘心屈从， 一旦

有合适的机会， 原有的念头仍会像野

草一样疯长。 通过对 1 6 名女职工的

“制裁”，以期达到“封堵”人才的目的，

中铝青海分公司也是在开“历史倒

车”。

损人又不利己， 中铝青海分公司

这一招是管理上缺乏自信的表现。 没

有梧桐树就想造几个鸟笼子，奉行“权

力要挟”，忽视了根本。“权力要挟”是

管理能力弱化的表现， 但在社会管理

中，屡见不鲜，在征地拆迁中，这一招

曾被广泛使用。 被拆迁户若有家人在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 单位领导经常

会下达这样的指示：“这几天你就不用

来了，把拆迁事情处理好再上班吧。 ”

这不是“权力要挟”是什么？

眼下这 1 6 名女职工正通过青海

省妇联、 青海省总工会等部门反映自

己的遭遇，而经过媒体报道后，事情也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中铝青海分

公司的这种做法，大抵上见光就死。公

民社会， 人的权利和法律意识得到了

增强，“要挟”很难换取妥胁，这好比线

提豆腐，不但提不起来，而且可能会摔

个稀巴烂。

站在

道德审判席上

就能“耍流氓”？

□程奎星

市民在大街上遇到醉汉耍流氓

怎么办？ 江苏省某电视台在淮安闹

市区让员工表演这一场景， 来测验

淮安市民的素质， 碰巧遇到着便装

步行上班的淮安闸北派出所实习民

警小周， 他见此场景， 一个箭步上

前， 将正在“耍流氓” 的某电视台

员工摁倒在地。 （详见本报今日 8

版）

我们在许多电视节目中看过此

类内容，通过编导事先约定来模拟场

景“考验”路人，以得到一种真实反应

效果，这种作秀式的手法往往用在娱

乐节目和场外互动等小环节。

然而，拿这种作秀方式来试探社

会道德底线，的确与其提出的严肃话

题不符，社会道德问题不应成为娱乐

手段，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欺骗我们伤

不起。

调戏女孩本身就是不道德的行

为， 而在民众不知情的情况下， 在

公共场所表演耍流氓简直太离谱了，

这是文明意识淡薄、 社会公德缺失

的表现。 这种街头公德测试节目，

不惜把自己置于社会公认的准则和

道德底线之外， 叫老百姓如何能认

同？

道德问题的确和娱乐扯不上关

系，更不该拿作秀式的演戏来测验一

个人的素质。电视台采取的这种测验

方式本质上就是一种道德失衡，拿欺

骗来对待一个人的真诚，在道德天平

上无论加上什么冠冕堂皇的砝码都

无法摆正道德缺失的指针。

而且打着测验市民素质的招牌

在街头上演闹剧， 从某种角度来说，

混淆了事非，弄不好会误导市民。 这

次是测验市民素质，下次如果真有女

孩被色狼调戏，市民会不会认为又是

电视台搞测验，一笑而过，不闻不问

呢？ 照此看来，此节目与那些没事拨

打 1 1 0 的醉客、提供虚假警务信息的

不良人员又有什么区别？

当街表演调戏妇女，显然不是影

视剧中的不雅镜头，自然让人信以为

真。 不可否认，我们的某些街头也有

现实版的调戏妇女行为，这已经让很

多人有了不安全感，再当街表演调戏

妇女的“节目”的话，似乎更让人觉得

正义沦丧、风气日下。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凡是出题考

别人的， 自己一定比被考者高明得

多，而用一种本身就缺乏道德水准的

方式， 怎么可能试探得出道德底线

呢？

食品添加剂岂能“宽进严出”？

水果浑身是“药”，百姓浑身哆嗦

“城里人应该多一些承受能力，不

要农产品价格稍微一上来就嗷嗷叫。 ”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

说适度的价格上涨是必要的。“城镇居

民不要因为稍微涨点价就叫， 然后政

府就打压价格，最终受伤的还是农民。 ”

“赚钱就好比狗尾巴理论———小

狗问妈妈，幸福在哪里？ 狗妈妈说，幸

福在尾巴上。小狗就去咬尾巴，总也咬

不到。 狗妈妈说，你就一直往前走，幸

福就在尾巴上跟着你。挣钱也是同理。

你不去追求赚钱，钱反而会跟着你。而

且，越有钱就越知道钱的重要性。 ”

———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日前在

一个演讲中阐释“忘掉赚钱才能赚到

钱。 ”

“小时候， 故宫是一枚小小的邮

票：我在这头，庄严在那头；长大后，故

宫是一集集的电视剧：我在外头，皇阿

玛在里头；而现在，故宫是一个不锁门

的保险柜：我在外头，文物在里面；再

后来，故宫是一个错别字：我捍这头，

你憾那头；其实，故宫只是一个会所：

我在外头，领导在里头。 ”

———微博上调侃故宫的段子。

荒唐的“肢解假期”谁来叫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