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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试图把微信“斋戒”了，每
天使用它的时间不超过30分钟。
上个月，一场为期6个月的“社交
斋戒”实验落下帷幕，这次实验吸
引了来自IT界、金融、大学等领域
的85位体验者。李秋澄是其中一
员，15天的“斋戒”，他只有1天超
时，这是一份“漂亮”的成绩单。（8
月2日《广州日报》）

身处各种社交软件包围中的
我们，一方面每天把大量的时间、
精力都花费在这些软件上面，甚至
对自己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都带来
了影响和冲击；另一方面，我们也
意识到了这样的过度沉迷是非理
性、不妥当的，但是似乎又没有完
全脱离、哪怕是减少使用时间的勇
气和办法。

通过这个实验等于告诉我们，
别人能够做到的，我们也一样可以
做到，只要多一点点耐力、自制力
即可。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
来说无疑很重要，尤其是对于社交
软件“重度依赖症患者”，就更加重
要。过度沉迷各种社交软件所带
来的危害，媒体早已进行过多角
度、多层面的报道，其实不看这些
媒体的报道，多数人也完全可以感
同身受。

因为沉迷于软件中的虚拟社

交，我们减少了和亲朋好友之间的
联系和交流，彼此的感情变得越来
越淡漠；我们减少了陪伴孩子的时
间，让孩子觉得自己还没有一部手
机重要，甚至有孩子表示要把自己
变成一部手机，就可以得到父母更
多的陪伴和呵护。凡此种种，都说
明我们已经被各种社交软件所绑
架，正在失去支配自己生活的能
力，这当然不是一件好事。从这个
角度来说，这个实验更像是对社交
软件的一种人性突围。

当然，实验还暴露出一个问
题，值得我们关注。参与实验者发
现，虽然自己通过自律和克制，大
大减少了花费在社交软件上的时
间，但这些被节省下来的时间，并
没有被用到读书、学习等事情上，
而是被转移到了诸如浏览网络视
频、阅读网络小说、观看网络直播
等上面，似乎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
时间和精力浪费。

这说明，我们不单单要有意识
地减少使用微信等社交软件的时
间，还要把节省出来的时间和精
力，用在更加有意义的事情上，比
如看书学习充实自己，比如锻炼身
体等等。否则，实验的实际效果和
现实意义，势必要打折扣，而仅仅
成了一种形式。

记者调查了解到，近日热传
的“未完成业绩罚喝厕所水”事件
的真实发生地为广安岳池九龙镇
一家摄影店。目前，拍摄视频并将
其上传到微信群的一名培训师已
被广安岳池警方抓获，警方对其作
出4日行政拘留的处罚。（8月2日
红星新闻）

近年来，类似让员工喝马桶水
的处罚可谓屡见不鲜，像当街跪
爬自骂、暴走、自己扇耳光直到血
迹斑斑……这些事例早已是“家常
便饭”。面对这些所谓的“创新”管
理措施，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创新
的前提是尊重员工的基本权益和
人格底线，判断和衡量管理手段是
否合理的标尺，也仍然并且只能是
合法合规。

类似的奇葩处罚，非但不能为
企业创造业绩，反而会因为违背公
序良俗，以及得不到法律的认可，
而被员工所排斥，招来一片骂声。
虽然，在惩罚理念还未淡出劳动关
系格局的前提下，企业利用处罚制
度来保障良性发展，仍然是一种必
要的手段，但是如何才能使企业处
罚既能够达到目的，又符合法律法
规的要求？这就要求企业的管理
者，慎用处罚措施，在制定处罚规
定时，不仅要将员工的合法权益和
人格尊严考虑在内，更要将处罚视
为一种柔性的、灵活的矫正机制，
否则，就极容易变成矫枉过正甚至
是率性而为。

一直以来，一些企业的管理
者，在看待处罚措施上，其实存在
一个典型的误区，即“把处罚当作
警示，把惩罚当作唯一手段”，在他
们眼里，只要对一些业绩不达标
者、任务未完成者实施处罚，必然
能够对其他职工起到警示作用，从
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殊不知，
这样的惩罚体现出的其实是一种
负面作用，对于那些接受处罚的员
工来说，不接受可能会丢工作，接
受了自己又丢面子，两相权衡之
下，即便接受了处罚，也必然会带
有一定的对立情绪。

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这样的处
罚措施，不仅失德并且已经涉嫌违
法。根据《劳动法》第九十六条规
定，用人单位侮辱、体罚、殴打劳动
者的，由公安机关对责任人员处以
十五日以下拘留、罚款或者警告；
构成犯罪的，对责任人员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而《劳动合同法》第八
十八条亦有规定，用人单位侮辱、
体罚、殴打劳动者的，依法给予行
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

在一些细节上，企业当然可以
利用处罚对员工的行为进行矫正，
但处罚绝不是唯一目的。员工由
于各方面因素没有完成任务、达成
业绩，更多的是需要引导和激励，
一味惩罚只会减弱他们的信心。
没有一个企业是靠惩罚而发展起
来的，同样也没有哪一个员工喜欢
被惩罚，不管是规章制度还是奖惩
机制，都必须建立在遵守法律法规
的基础上，合情合理实施。

8月1日开始，一张“永城市长
李中华污水河中游泳”的照片在网
络流传。8月2日，河南永城市委
宣传部确认，照片中男子确为现任
市长李中华，照片拍摄地点位于永
城市老城区一条污水河。据介绍，
李中华曾在一年前与市民约定，对
老城区一条污水河进行治理，并将
赴河内游泳。如今期限已满，李中
华与多名负责人下河游泳，系“赴
约”检验水质。（8月2日《新京报》）

一张照片，各自解读。官方口
径所谓正常工作照，在某些网友看
来，却难免有摆拍作秀之嫌。诸如
此类的桥段此前一再上演，甚至成
为官民互动的某种特殊场景。一
边是越来越多的官员突破自我形
象，另一边则是公众由来已久的习
惯性质疑。

市长污水河中游泳，据说出于
两个原因，一是履行约定，二是检
验水质，这可说是兼有象征意义和
实用功能。但我们都知道，简单通
过下水游泳来评判水质好坏，在科
学上是不成立的——也恰是基于
对其实用价值的否定，不少人坚定
认为此举纯属作秀。

的确，市长游泳检测水质之
说，着实不太靠谱。然而，倘若据
此就斥之为“作秀”，或许也失之偏

颇了。“李中华曾在一年前与市民
约定，对老城区一条污水河进行治
理，并将赴河内游泳”，如今当事人
信守诺言、说到做到，也算是难
得。从某种意义上说，此举所体现
的，正是一位主事官员以自身信用
为公职责任背书的决心。

事实上，所有的行政官员，除
了公共身份之外，都还存在着一个
个人身份。只不过，在城市的日常
治理中，官员的个人形象、个人承
诺、个人担当，往往都会被隐匿起
来。在很多地方，市长都会公开表
态治理某条“污水河”或实现其他
目标，但其中却很少有人会和市民
定下下河游泳之类的“小约定”。
而诸如此类的个人约定，以最直接
的方式，将官员个人体验和公共治
理成果联系起来，也算是一种敦促
和激励吧。

市长污水河游泳等另类举动，
之所以每每被围观者下意识解读
成“作秀”，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
公众尚且还不适应，官员在履职过
程中展现出多元的个人色彩。作
为公职人员的市长，与作为社会个
体的市长，原本就是一体两面的，
当他们更多尝试以个人化的方式
履行职责，我们完全可以多些包容
与耐心。

“奇葩惩罚”
只会招来骂声

当他们更多尝试以个人化的方式履行职责，我们完
全可以多些包容与耐心。

市长污水河中游泳，
“花式履职”应被包容

□然 玉

我们已经被各种社交软件所绑架，正在失去支配自
己生活的能力，这当然不是一件好事。

“社交斋戒”是对社交软件
的人性突围
□苑广阔

如果街头突然多出一堆钱，让你
按需自取，你会拿吗？会拿多少？7
月31日，成都多个地铁站、公交车站
台、商业中心突然出现了装满硬币的

“爱心零钱盒”，还有一张写有“如你
急 需 用 钱 ，请 自 取（每 人 最 多 5
元）”。据了解，这是一场带有公益性
质的街头测试，陆续在广州、苏州、郑
州、成都等多地开展。（8月2日《成都
商报》）

最早看到这个“硬币测试”，是在
广州，结果当然是暖心的：有一些人
拿走了硬币，但没有人超过五元钱，
还有一些热心人往箱里投硬币。其
他城市的测试，也大多这么温暖。比
如在合肥，还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
写着“明天就来还”；而在成都，更是
出现了“投放1000元硬币，收回1020
多元”的情形。

信心比黄金还重要，有什么样的
道德想象就有什么样的道德现状。
这一测试，再次坚定了人们对于人性
美好的信任，再一次坚定了人们对于
当前道德风貌的信心。想想一段时
间以来，因为道德领域出现的一些
事件，进而产生的集体性怀疑和集体
性颓废，“整个世界都不好了”，而“硬
币测试”所呈现出来的结果，说明岁
月静好、人性美好。

虽然这个测试呈现出美好一面，
可还是让人“捏着一把汗”。如果这
个测试不是发生在公共场所，没有一
双双有形无形的眼睛紧盯着；如果放
置的不是一元硬币，而是百元大钞，
又会有怎样的情况发生？现实中有
很多道德测试，结果并不都很美好。

其实，社会是复杂的，人心也是
复杂的，任何一种道德测试，都不足
以准确反映出全部风貌。对于任何
一种道德测试，无论其结果如何，不
必过于当真。如同“硬币测试”，哪怕
呈现出不尽如人意一面，也不要因此
悲观失望，不要对人心人性失去信
心。梁漱溟先生写过一本书《这个世
界会好吗？》，相对于世界会不会好，
更重要的是你要不要世界好。如果
你认为这个世界会变好，想要这个世
界变好，那就坚定自己的认知，不要
轻易被别人左右。

这种对世界的看法，对人性的认
识，其实是一种道德想象。《人民日
报》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我们需要
怎样的“道德想象”》，认为个体的道
德想象，以及由此形成的道德选择，
同样决定着我们社会的道德风貌。
作为一个成年人，尤其是有着社会责
任感的成年人，不应该人云亦云，对
于社会应该有着自己的判断和认
识。这其实也是一种定力。如果有
着道德定力，就会“不畏浮云遮望
眼”，不管“乱花渐欲迷人眼”，始终坚
守自己的道德判断和道德想象，也就
不会被种种“道德测试”乃至偶发的
道德事件牵着鼻子走。

“硬币测试”是道德的测试，也是
道德定力的测试，对于“硬币测试”结
果不必过于在意。现在，“硬币测试”
呈现出了美好的一面，当然是好的。
可是，倘若有着不美好的一面，就要
因此动摇自己的道德想象和判断
吗？看到每一起道德事件就动摇一
次，也真是太累了，太没有定力了。
涵养道德定力，已成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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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宋 潇潇

□毛建国

作为一个成年人，尤其
是有着社会责任感的成年
人，不应该人云亦云，对于社
会应该有着自己的判断和认
识。这其实也是一种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