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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上海网红面包店Farine使
用过期面粉的消息震惊了整个上海滩，
而当时的举报职工也得到了一致的好
评。如今，虽然如愿拿到了政府相关部
门提供的奖励，但是该举报职工却告诉
媒体，至今仍找不到工作。即使有相关
保护性规定，但企业往往以各种理由拒
绝“深喉”职工。（11月30日《劳动报》）

“深喉”就是“内部知情人”。平日
里，他们或许只是某家企业、某家机构毫
不起眼的员工，同旁人无异，只因无法容
忍内部的违规、违法行为，怒而举报。这
样的“深喉”举报，往往能够为打击不法
行为提供更精准的线索。不难发现，职
工“深喉”举报企业违法违规的行为，近
年来并不少见。

不过，尽管民众因这些“深喉”的一
次次举报使权益得到了保护，并且相关
法律法规也对其进行了制度性保护。但
是，对这些“深喉”而言，一旦身份暴露，
也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干扰。比如，
《食品安全法》规定，举报人举报所在企
业的，该企业不得以解除、变更劳动合同
或者其他方式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
可事实上，能做到的又有几家企业呢？

实际上，一则，“深喉”彰显了一个人
的担当。毋庸置疑，最容易发现问题和
了解内情的，是身处行业内的职工。如
果面对一些违法违规问题都当“沉默者”

不敢发声，就只会让社会发展偏离正常
轨道。因此，站出来揭露丑态，体现的是
个人的勇气与担当。

二则，企业能接纳“深喉”彰显的是
度量。有过举报行为的职工，往往具有
正义感，对于企业来说，不是负担而是宝
贵的财富。通过他们，不仅可以认识到
自身发展存在的问题，而且也是事业发
展的一种助推力量。因此，在对待“深
喉”上，相关企业一应宽容，二应重用，这
也是爱惜人才与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

再者，对于职能部门而言，应履行好
对“深喉”举报者的保护措施，一方面，应
按照相关规定对举报人的信息予以保
密，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
也应对这些举报人的发展给予关注，比
如，既要规避原有单位对他们的侵权行
为，更应该在他们离职后找新工作时，给
予帮助，提供就业信息或岗位扶持等服
务，从而最大限度保护他们的权益。

诚如媒体所言，“公众监督身边践踏
公序和良知的行为，体现的是公民权利
意识和身为社会主体的责任感”。尽管
不可能人人成为“深喉”，但他们确实是
社会不可缺失的一股正能量。因此，社
会各界对于“深喉”的行为应给予更多赞
赏和鼓励，以及必要的保护。同样，对于
企业而言，更不应该排斥他们，反而应视
其为“宝”。

记者从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发布的《实施
公厕革命提升服务品质工作方案（征求意见
稿）》中获悉，在“十三五”期间，本市组织实
施第五次公厕革命，进一步提升公厕服务品
质。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解决一些地区如厕
难问题，方案征求意见稿提出“鼓励餐饮行
业厕所开放”。将利用沿街厕所对外开放，
解决一些地区如厕难问题，鼓励餐饮行业厕
所对外开放，对厕所开放、管理、维护到位的
餐饮企业，免收或减收餐厨垃圾处置费用。
（11月30日《北京青年报》）

尽管“厕所革命”称得上是全国范围内
的统一行动，但是具体到地方政府，大家的
做法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比如相同的

地方是大家都新建、扩建、改造了一批厕所，
缓解了群众如厕难问题，而有的地方除了新
建、扩建和改造之外，还出台政策、采取措
施，推动一些沿街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或民营企业、个体户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自
己的厕所。

这一想法应该说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还
充满了创意,如果得以贯彻执行，的确能起
到“立竿见影”的作用。问题的关键是，在无
法得到相应回报，却只给自己平添许多麻
烦、增加管理成本的情况下，别说是沿街的
民营企业、个体户，就是党政机关、事业单
位，也从根本上缺乏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
厕所的动力。所以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在政

府发起号召，甚至做出强制性要求之下，有
些单位确实把自己的厕所向社会免费开放
了一段时间，但是等“风头”一过，不少单位
又关上了厕所的大门，往往拒绝外部人员进
入和使用。

单纯指责这些单位或企业缺乏社会责
任感，也未必妥当。毕竟一些单位企业确实
存在客观的困难，比如开放厕所之后带来的
种种管理问题，人工成本增加带来的经费问
题等等。而北京市借助第五次“厕所革命”
的契机，准备推出以减免餐厨垃圾处理费换
取餐饮行业厕所向社会开放的举措，这是值
得肯定的。

这一举措最大的优点，就是变原来的倡

导或强制为间接的物质激励，让那些愿意开
放自家厕所的餐饮企业能够得到减免餐厨
垃圾处理费的“福利”。虽然各地针对餐饮
企业收取的餐厨垃圾处理费标准不尽相同，
但是一年算下来，却也不是一笔小费用。现
在只要向社会免费开放厕所，就能免收或减
收这笔费用，可以作为对这些餐饮企业的一
种补贴，这就增加了餐饮企业开放厕所的动
力，效果自然比无偿开放好得多，可以称得
上是多赢之举。

这一举措在进一步总结完善的基础之
上，不但可以走出京城，在全国其他地方推
广，而且还可以走出餐饮行业，在其他有条
件开放厕所的行业、单位推广落实。

“深喉”职工
理应得到善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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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广阔

如今，随着城市生活服务设施越来越完
善，许多年轻人尤其单身青年会选择外出吃
饭，但他们中不少人感慨，一人就餐略感“凄
凉”，总能遇到各种尴尬：前台服务员高喊

“一位里面请”；一人时常被拼桌、让位；滋味
如何没人一起分享，只能沉默就餐……日
前，对1991名18周岁至35周岁青年进行的
一项调查显示，67.6%的受访青年表示一个
人去餐馆吃饭会感到尴尬。73.0%的受访青
年认为青年群体尤其单身青年，“好好吃饭”
成了问题。（11月30日《中国青年报》）

七成多受访者认为，年轻人“好好吃饭”
成了问题，这一结论多少令人感到意外。当
然了，所谓“好好吃饭”终究是个模糊概念，
其到底指的是主观的“心理感受”，还是客观
的“就餐品质”？而那些深感无法“好好吃
饭”的年轻人，又到底在经历着什么、忧心着
什么？当吃饭难题每每被拿来与单身现象
捆绑说事，是不是意味着，这根本就是一个
无解的问题？如此看来，“好好吃饭”，实在
是个太过直白又无比玄奥的生活念想。

事实上，在网络外卖崛起之后，年轻人
的吃饭难，已经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但
是，那种根深蒂固的孤独感，却反倒有加剧
之势。之所以说“好好吃饭”成了问题，很大
程度上或许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由
于各式各样的原因，未能感受到“就餐”本该
带来的愉悦感和满足感。与之相反，就餐的
过程，成了一个动辄遭到“心理伤害”的过
程。比如说，外出吃饭，被拼桌、让位，都能
引得一些单身青年好一阵长吁短叹。

年轻人没法“好好吃饭”，是外界“恶意”
太多，还是自己内心太脆弱，这着实是说不
清道不明的事情。尽管必须承认，大多数餐
厅的空间设计、服务流程，都是默认与“多人
就餐”的情景相适配，可是这绝不意味着单
个就餐者就无法在这其中安之若素。以“拼
桌”为例，就算不把这看成是多交朋友、拓展
社交的好机会，可最起码还是应该当做是正
常的饮食文化……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年轻
人总是越发自困于孤单落寞的状态中，而对
外界的“刺激”充满警惕与抵触。

当你相信自己孤独，便可能真的孤独；
当你感觉自己没法好好吃饭，便可能真的没
法好好吃饭。单身的年轻人们，与其钦羡日
本的“一人食”餐桌，不如尽可能调试好心
态、调整好心情，继而努力走出那种自我强
化、自我实现的凄苦预言。毕竟，情绪泛滥、
毫不节制的自怨自怜，并不会让生活变得更
好，也不会让一餐吃起来更开心。

““好好吃饭好好吃饭””
不该成为问题不该成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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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龙杨玉龙

□然 玉

许多年轻人越发自
困于孤单落寞的状态中，
对外界充满警惕与抵触。11月29日，有关安徽灵璧县尹西敬

老院虐待老人的音频在网络上流传。根
据爆料，该敬老院有多名老人被虐待。
而爆料音频中一位盲老人则自称，今年
重阳节期间被敬老院院长王为前（原为
会计）用鞋底打脸；在此之前，还有老人
也曾遭到王的殴打。最新消息是，灵璧
县民政局通报称，王为前工作作风简单
粗暴，方法不当，缺乏关爱之心；违反工
作纪律和账务管理制度，造成不良社会
影响，经研究决定，免去王为前尹西敬老
院院长职务，并解除其聘用合同。（11月
30日人民网）

老人在养老院本是为了颐养天年，
却不想遭遇暴力相待。有个成语“虐老
兽心”，比喻残暴凶狠而无仁义，有如野
兽，由此足见虐老性质之恶劣。

近年来，有关虐老行为惩治的相关
法律，已出台了不少。2013年 7月起施
行的《养老机构管理办法》明确，歧视、侮
辱、虐待或遗弃老年人以及其他侵犯老
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养老机构，由实施
许可的民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
处以3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而刑法修正案（九）则新增
设了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犯虐待被监
护、看护人罪的，将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但现实中，对于养老院虐老
事件，最终追究刑责的并不多见。这里
除了法律执行上的欠缺，或也与社会对
于虐老事件的行为性质仍未建立足够的
法律认知有关。

事实上，虐老行为已成为全球性问
题。联合国官网曾发文指出，目前虐待
老人这个话题虽然日渐在世界范围内得
到关注，但它仍然是国家调查中最少被
调查的暴力类型之一，也是国家层面行
动方案中最不被重视的问题之一。而虐
老，不仅包括“鞋底打脸”这类直接显性
的暴力伤害，也包括种种精神上、经济上
的虐待。

有统计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
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22亿，约占
总人口的16.1%，已经成为世界上老龄人
口最多的国家。如此规模的老年人群
体，必然意味着我们在老年人权益保护
上，要投入更多精力。这次事发的养老
院，在农村基层养老院中具有代表性。
虽说真相仍需进一步调查，但对于这个
层面的养老机构在管理规范和专业性上
的缺失，不应该掉以轻心。

这一事件也警示社会，对于“虐老”
问题应当及时调查、严肃处理、惩前毖
后，避免“个案”发展成一种“现象”。

敬老院“虐老”
不应被忽视
□□朱昌俊朱昌俊

“公众监督身边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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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的是公民权利意识
和身为社会主体的责任
感”。尽管不可能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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