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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辞职信”重出江湖。长沙一广告
公司的文案策划员刘小姐将员工离职申请表
发到微博上，离职原因是“冬天太冷，起不
来!”部门负责人回复称“懂你！”分公司总
经理同意称：“现在的90后，太不负责任
了，我表示无语。”人力资源部回以“呵
呵”二字，同意了这一辞职。这位刘小姐声
称，11月一共有23天工作日，她迟到了17
天。（12月14日《潇湘晨报》）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余波未
了，“冬天太冷，起不来”这条富有90后气
质的辞职理由，可能又会成为网络流行
语。搜索网络，真真假假的“奇葩辞职

信”让人眼花缭乱。至于社会各界对“奇
葩辞职信”的不同反应，用“懂你”“无
语”“呵呵”三个网络用语来概括则是恰如
其分——有人对“看世界”“冬天太冷”报
以理解和支持，有人觉得辞职理由过于任
性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还有人会觉得辞职
是自作自受。

“冬天太冷”这一辞职理由，看似雷
人，其实不值得大惊小怪。什么时候上
班，一天上多长时间的班，是最基本的工
作制度。单位的刚性制度必须遵守，员工
的个人需求千变万化。尽管9点上班，在很
多人看来不算早，但是对“起床困难户”
来说，未必是理想的工作时间。辞职，无
论对这位刘小姐，还是对公司来说，未尝
不是对彼此的解脱，公司不能为照顾员工
特殊需求而破例宽容，员工也不能我行我
素地迟到而继续领这份薪水。

无疑，种种“奇葩辞职信”脱离了集
体意识的宏大语境，这不免带出另一个疑
问：“任性”辞职的态度，与敬业、奉献等
传统职业价值观是否存在矛盾？我们是否
有必要继续提倡这些传统的职业价值观？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没有积极的职业价值
观，工作就会没有激情，就连维持做一天
和尚撞一天钟的状态都很困难。然而，职
业价值观势必要随着时代进步而调整，员
工的敬业不再是无条件的，奉献也不全然
都是“无私”的。

一个人发自内心地热爱工作，既包括
期待这份工作给自己带来的回报，也包括
认可这份工作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对工作
的负责任，建立在“公”与“私”两厢情
愿的基础上。

一些“奇葩辞职信”的发布者，在作
出辞职决定的时候，都有着自己的底气。

有的身怀绝技，不怕辞职以后没有饭碗可
端；有的只想暂时歇歇，趁辞职后的休整
时间重新制定人生规划；还有人辞职以后
奔向创新创业的海洋。只要辞职决定是理
性的，未来的人生选择是有价值的，就没
有必要动辄给辞职信戴上一顶“奇葩”的
帽子。现代社会中，几乎每个人都会有辞
职的时刻，今天你嘲笑别人“奇葩”，明天
你可能会更加“奇葩”。

福利与薪酬，依旧是用人单位吸引员
工的基本要素。不过，多样化的工作环
境、灵活的工作制度已经成为一些单位招
徕专业员工的法宝。比如，一些单位尝试
实施2.5日休息制，一些单位推广弹性工作
时间，近来在一些空气污染严重的城市，

“雾霾假”与办公室空气净化系统成了用人
单位的新福利。可以看到，明智的用人单
位不会忽视员工的多样化需求。

用人单位怎样读懂“奇葩辞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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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境内游还是出境游，有些中国游
客的“特色”餐桌陋习依然故我，令人思考。
比如，长江三峡邮轮游以自助餐为主，这也
是外国游客投诉最多的项目。重庆一家旅
行社的负责人称，有一次，一对外国老夫妇

取餐时，发现吃的都被拿光了。而他们旁边
的中国游客，每人面前都是几个大盘子，食
物聚摞成塔，根本吃不完。这对外国夫妇并
不是投诉自己没吃到东西，而是觉得浪费
食物太可惜。

“吃相”，往小了说关乎国民素养，往大
了说关乎国家文明形象，即便不能一步优
雅，至少应该吃有吃相，有所顾忌。

画里有话画里有话

出游吃相

张建辉张建辉//图图

@薄雾浓云愁永昼：打人是不对的，宋
鸿兵本人也不应承担骗局的全部责任。但问
题是，谁来保护弱者，谁来兜好底线？毕竟在
建设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面对的是
大量缺乏有关知识储备和心理准备，又极度
渴望发家致富的普通民众，他们终究不该为
市场的风险和改革的阵痛买单。

@松鼠云无心：如果有朋友生了老二你
去探望，体贴的做法是给老大也买一份礼
物，并且在探望时多跟老大交流，让他（她）
感到叔叔阿姨的关注和爱一如既往。在这个
时候，老大是全家之中最敏感脆弱的，你的
小小体贴可能使得他（她）对老二的态度完
全不同。降低老大的敌意，是你给老二最好
的礼物。

@任志强：最容易使一个企业崩溃的是
企业文化的倒塌，就像一个人的基本生存信
念被摧毁一样。“哀莫大于心死”。失去了精
神的依托和失去了企业的远景同样让人无
所适从。企业就是职场拼搏中的家。有了家
的感觉时，员工才会把未来寄托在家的关怀
与爱护之中，和家一起成长。

@朱永新：自信是一个人通往世界的通
行证。对自己的信心是学习的前提，也是成
功的基石。一旦孩子对自己失望了，他就会
放弃任何努力，就会等待属于自己的失败命
运。记住无论你的孩子处在怎样的发展水
平，你永远不要轻易把孩子与别人的孩子攀
比，永远不要轻易地否定他、嘲笑他、打击
他。

微言大义

云端中

近日，每天早晨五点多，数百名老人都
会聚集在市中区胜利路山亭区老百货大楼门
前，等待着听养生课，其内容就是宣传保健
药——依依红颜羊胎盘胶囊，课后可免费领
取鸡蛋、药、面条等物品。（12月15日《枣庄
晚报》）

保健品不是药，顶多可以辅助调解身体
机能，跟治病搭不上边。保健品夸大宣传和哄
抬价格的弊病由来已久，却屡禁不止。老年人
省吃俭用，却大手笔购入各种保健品，并非个
别现象。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老人不仅有长
寿的愿望，更开始讲究生活质量，各种养生保
健产品便“乘虚而入”了。

推销保健品，其实就是给老人洗脑的一
个过程。儿孙或上学或工作，空巢老人难免失
落，那些巧舌如簧的推销，刚好弥补了他们生

活的空白。保健品销售者赠送鸡蛋、面条之类
的生活必需品，先把老人骗去听课。第一次老
人们不信，讲课多了，就觉得真是有道理。免
费体检加上暖心礼品，再辅助上甜言蜜语的
一对一销售，伎俩百出，让人防不胜防。

话说回来，养生本无过错，保健也有道
理，但是一些保健品商家唯利是图，夸大其
词，宣传产品具有“包治百病，吃了长命百岁”
的效果，就不靠谱了。这无疑如病毒一样蛊惑
了老人，让他们心甘情愿吃亏上当。不伤害身
体只伤银子还好，怕的就是伤了老人的身体。
早在七八年前，笔者一位身患多种疾病且家
境富裕的邻居，被忽悠买了号称包治百病的
保健品，几万元下去差点把命搭进去。

笔者以为，为了老人的幸福晚年，做儿孙
的要多一些对老人的贴心陪伴。陪伴从来都
是最长情的告白，也是最有效的保健品。所以
说，做儿女的完全可以解借鉴保健品推销员
的伎俩，对自家老人来个“甜言蜜语秀”。无论
怎样，都莫因为保健品的肆虐，让老人的养生
成为家庭的闹心事。

莫让养生闹了心

百姓说话

李英锋

近日，福建厦门美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的一名员工在个人微博上晒出了公司春节提
前6天放假、总计放13天假的通知。此微
博一出，不少网友都表示“羡慕嫉妒恨”。
美柚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放假消息的确属
实，也不需要日后再补上班。记者了解到，
像这样的公司在厦门其实还有，如厦门网中
网软件公司、诚创科技都有11天的假期。
（12月14日《厦门日报》）

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对于亿万
劳动者尤其是离家的游子而言，春节多放几
天假、多陪陪家人是他们最大的心愿。然
而，不少人感觉春节7天假期总是太短，如
果再除去路上往返时间，真正在家过年团圆
陪伴家人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了。很多人在春
节期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年又一年地留
下说不尽的不舍和遗憾。一些企业考虑到这
些情况，根据员工的需求放“加长版春节
假”，堪称最好的年终奖、最实惠的福利，
让人倍感温暖。

世界上很多国家有放企业假的先例，企
业假成为了劳动者假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
今年8月我国国务院公布的《关于进一步促
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也提出，在
稳定全国统一的既有节假日的前提下，各单
位和企业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将带薪休假
与本地传统节日、地方特色活动相结合，安
排错峰休假。实际上，一些企业所放的“加
长版春节假”就是在法定节假日的基础上增
加了企业假，这种放假模式符合多元放假的
精神，也顺应世界潮流。换一个角度看，目
前很多企业的带薪年休假制度并没有落到实
处，如果企业在春节期间给员工多放几天
假，就等于统一放了带薪年休假，无疑，这
样的放假更具刚性，更有保障，效果也更
好。

其实，如果企业合理安排，放“加长版
春节假”并不会耽误工作、影响生产经营。
相反，多放几天春节假会成为一种有效的劳
动激励，会增强劳动者放假之后的工作积极
性，激发他们的劳动热情，提升其劳动效
率，有利于企业生产、企业管理和企业发
展。春节将至，人们对春节放假的关注越来
越高，让更多的企业加入到放“加长版春节
假”的行列吧！

企业延长春节假实为最好年终奖

网言个论

朱达志

2016年春节期间，三亚旅游饭店客房价
格将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该市物价局日前
披露，具体限价标准为旅游饭店标准客房每
间每天的单价原则上不得超过5000元，个别
高端旅游饭店标准客房经从严审核后原则上
不超过6000元。此外，单独计价的旅游饭店
自助餐，早餐价格不超过350元每位，中晚餐
价格不超过500元每位……

对一般不了解三亚旅游市场的人而言，
早餐价格最高350元每位，这价限得也太高
了吧？可是对那些知情者来说，350元的早餐
在春节期间的三亚，根本不算高价。最关键的
是，限高限低不是问题，问题是你限得了吗？
2015年春节前，三亚市物价局也曾发出限价
令，要求17家高端旅游饭店标准客房价格每
天每间不超过5999元，但这一纸禁令最终却
变成了轻飘飘一张纸——媒体报道，2015年
春节期间，三亚的高星级饭店没有不突破限
价的。

这给人一个印象：三亚物价部门和三亚
的旅游饭店似乎在玩过家家游戏——这边
厢，你限你的，我该突破照突破；那边厢，你突
破你的，我照限不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
态平衡”！

其实，更值得探究的是，地方政府究竟有
没有针对旅游市场实施价格干预的权限？《价
格法》对可以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
的情况作了明确界定，旅游酒店的定价并不
在其中。即便援引《价格法》第三十条的规定，
当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显著上涨或者有可能
显著上涨时，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可对部分价格采取限定差价率或者利
润率、规定限价、实行提价申报制度和调价备
案制度等干预措施。可旅游也很难说是“重要
商品和服务”；何况三亚市也非省级行政区，
并无实施价格干预的主体资格。

从历年限价来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三亚物价部门单纯依靠“限价令”似乎管不了
酒店定价。每一次限价令的公布，难免给人应
付公事、黔驴技穷之感，这也提醒当地政府和
旅游部门，是不是该发挥管理智慧、采取多种
措施，引导业态的健康发展呢？不能让高价变
成宰人的屠刀。

三亚早餐限价350元，管得太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