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种垃圾不能混，绿
色生活来引领，厨余垃圾再
转化，有机肥料与沼气……”
昨天，狼山镇街道临江社区
的老党员吴湛通过声情并
茂的讲解、趣味十足的有
奖互动，给社区居民上了
一堂生动的垃圾分类知识
课。这也是南通报业传媒
集团联合南通市城管局共
同举办的“寻找达人！送宝
上门！2022’南通垃圾分
类达人撞大运全民行动”的
首场活动。

（10月26日本报8版）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需要
人人参与，人人行动。寻找

垃圾分类达人，其目的就是
为了激发全民参与垃圾分类
工作的热情，使更多人了解垃
圾分类，主动参与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投放是整个
垃圾分类“全链条”体系的
最前端，也是全民直接参与
的最重要一环。从垃圾分
类开展较早城市的经验可
见，垃圾分类工作能够取得
显著成效，一条重要的成功
经验就是充分调动各方力
量，坚定不移推进垃圾分类
工作。垃圾分类涉及许多
部门，连着千家万户。任何
一个部门、任何一个时间节
点放弃决心和恒心，垃圾分
类工作都会出现倒退，乃至

半途而废。
城市生活每时每刻都

在产生垃圾，垃圾分类也是
每家每户每天要做的事。
垃圾分类不仅关系到城市
环境的美化，更与生活在城
市中的每个人的生活质量
息息相关。做好垃圾分类
工作没有捷径可走，也没有

“一招灵”的妙招可选，注定
是一场改变人们行为、提升
环保意识的持久战。唯有
想尽一切办法，动员一切力
量，配置一切资源，采取一
切措施，全民广泛参与，坚
定决心不动摇，坚持恒心不
松懈，才能不断推进垃圾分
类工作取得实效、长效。

部分名校生克服世俗评价
以及种种压力，根据自身实际选
择报考非“双一流”高校研究生，
向社会传递了积极的意义和新
的导向。希望一些仍然拘泥不
化的用人单位摘下有色眼镜，主
动迎接这样的变化，共同克服

“唯名校”“唯学历”的顽疾。
——钱江晚报：《“逆向考

研”破除“唯名校论”》

老坛酸菜出台团体标准，既
是强化舆论监督的产物，也是公
众从“吃得饱”转向“吃得好”的
必然需求。继续织牢食品安全
防护网，努力提升监管效能，我
们一定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需要，让保障食品安
全的整体水平不断提升。

——南方日报：《老坛酸菜
出台标准只是第一步》

消费不单单是“花”或“省”
的问题，更是我们对自己人生建
设的体现。省钱本身并不是目
的，关键是我们要通过省钱实现
什么目标？省下来的钱是为什
么服务的？如果这个答案有益
于我们自身的发展，是良性的节
约，那么这笔钱该“省”该“抠”；
如果想不出答案或者只是一时
跟风，那么过度节俭乃至降低生
活品质就实在不值当。

——红网：《从“精致穷”到
“新节俭”，我们到底该不该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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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

【议论纷纷】

濠南
夜话

选择“护眼神器”
消费者需擦亮双眼

□郭元鹏

“寻找分类达人”激发全民参与
□孙维国

用法治廓清权责模糊的居家办公
□戴先任

碎碎念式标语走红

“这个小破桃，又脆又甜”
“青橘子不好吃，为了配色才卖
的，是酸的”“木瓜5元一个，打
皮7元一个。希望大家都买5
元的，老板的父亲不爱打皮，
懒！”……辽宁沈阳一高校水果
店设计了很多碎碎念式标语，
逗笑顾客。你怎么看？

三言
两语

@鞠实 见惯了太多中规
中矩的价格、产地、等级等明码
标价方式，这一水果店碎碎念
式的售卖标语，的确有些标新
立异，让人瞬间有耳目一新的
感觉。

@余明辉 事实上，这种
碎碎念式的商品标识，就是商
品或服务明码标价规定的一种
个性化深度落实的表现形式。
舆论热议和追捧这种商品标语
形式，根本上折射的还是人们
对商品明码标价深度说明乃至
真诚贴心服务的渴望。

本期话题下期继续

如今，生活和学习都离
不开电子产品。如何减少
电子产品对孩子视力的不
良影响？护眼灯具、按摩眼
罩、眼贴等护眼产品应运而
生。10月25日，南通市眼
科专家张建介绍：“这些产
品有一定作用，但不能夸大
产品疗效，以免延误治疗眼
疾的最佳时机。”

（10月26日本报7版）

在家长“眼睛焦虑”之
下，最近这几年五花八门的

“护眼神器”横空出世了，护
眼灯具、按摩眼罩、蒸汽眼
罩、眼贴、网红眼药水、电脑
护目镜、护眼保健品纷纷抢
占市场。然而，“护眼神器”
并非像宣传的那样，而是出
现了质量不一的尴尬。某
地一位家长在微信等社交

平台上转账近两万元，偏信
了一种“明眸汤”，结果差点
让孩子“瞎了眼”。

“护眼神器”还出现了
概念炒作、夸大其词、无序
营销的问题。早在 2019 年
4 月，教育部等 6 部门就联
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
范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工
作 切 实 加 强 监 管 的 通
知》。其中明确要求机构或
个人不得在营销中使用“康
复”“降低度数”等表述误
导公众。

对于家长而言，需要做
的就是“擦亮眼睛”。在为
孩子选择护眼产品的时候，
要多查询相关信息，看看这
类产品宣传的功效是不是
真实的，产品是不是经过审
批了，切莫盲目跟风，花了
钱还害了孩子，得不偿失。

更重要的是，要让孩子养成
健康的生活理念，爱护好自
己的眼睛，而不是寄希望于
所谓的“护眼神器”。

面对各式各样的护眼
产品，还需要监管部门成为

“护花使者”。一个方面是，
要严格审批新出现的护眼
产品，对其功能、功效等要
进行科学检验；另一个方面
是，要加大市场查处力度，
对没有经过审批、躲过监管
直接进入市场销售的“三无
产品”，揪出其背后的生产
厂家，给予必要的处罚，不
能让这类产品蒙蔽了消费
者的眼睛。

当下，不定时、不定期、不
定场所的灵活办公日渐成为
职场新常态。长远来看，在居
家办公、线上办公变得越来越
普遍的背景下，对“工作场所”
的界定变得越来越模糊，也
为工伤认定增加了复杂性。
专家建议，工伤认定要与时
俱进，适配“新职场”。

(10月26日《工人日报》)

尽管相关法律法规很
明确，居家办公、线上办公
受到伤害或因突发疾病死
亡，也符合工伤认定的情
形。但问题是，如何认定伤

者或死者属于居家办公、线
上办公？居家办公与生活
场所高度重合，而现在居家
公办、线上办公变得越来越
普及，更容易模糊工作与生
活的边界，也让劳动者的劳
动时间更难界定。

不仅如此，用人单位推
出居家办公，也担心员工心
思不在工作上而偷偷“摸
鱼”。对此，此前有企业要
求职工“居家办公”期间，必
须24小时保持通话工具畅
通；还有企业要求居家办公
的员工安装电脑监控软件，
且必须每 5 分钟抓拍一次

人脸，每天截屏次数不够89
次的算旷工……

针对于此，需要能够完
善相关制度，对居家办公、线
上加班予以明确界定，厘清
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诸
如工作时间、绩效考评、工伤
认定等，都要有所规范。

居家办公要有法可依，
要成为“依法办公”，要能走
出模糊地带、监管盲区。只
有法治才能廓清居家办公
的“权责模糊”等问题，也
才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劳动
用工制度和营造依法用工
环境。

在细节上多下功夫

新闻回顾：记者从相关民
宿平台了解到的数据显示，“十
一”当天仅江苏民宿预订订单
达到2019年同期的3倍。我
市特色民宿在涌现的同时，不
成气候规模、游客热衷度不够
等问题也暴露出来。

（10月25日本报8版）

点评：民宿的核心竞争力
在于有别于酒店的体验感。但
事实上，对游客来说，高品质的
民宿并不是要追求奢华的住宿
环境，经营者应在文化设计等细
节上多下功夫。优质的住宿、餐
饮仅是民宿的基础配置，要想在
市场上分一杯羹，还要有文化和
内容体验，以及能够吸引消费者
的服务品质，这才是民宿从业者
留住客人的核心竞争力。

抚育责任不能减

新闻回顾：一对夫妻离婚
时约定儿子随母亲共同生活，
父亲每月承担抚养费700元。
转眼4年过去，孩子逐渐长大，
学习生活开支也变大，当初协
商好的抚养费渐渐不够花了。
那么，可以要求增加抚养费
吗？20日，南通中院对这起抚
养费纠纷案作出维持一审的终
审判决，判令孩子的父亲每月
承担孩子生活费1000元，以及
教育费、医疗费的50%。

（10月25日本报9版）

点评：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
系是基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不
管父母是否离婚，对于未成年子
女都有抚养教育的义务，这既是
人伦规范，也是我国婚姻法的规
定。本案中的父亲可能存在一
时的经济困窘，但并不能因此降
低其作为父亲抚育子女的责任。

出实招直击痛点

新闻回顾：近日，我市出台
《南通市机动车停车条例》，条
例将于2023年 2月 1日起施
行。记者从市城管局了解到，
条例共7章68条，对于我市规
范停车场的规划、建设、使用和
管理，规范停车收费、增加停车
位供给，治理停车秩序，提升城
市运行效率，提高城市品位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0月22日本报4版）

点评：城市停车问题，不是
小事，影响市民日常出行，制约
城市品质提升。近年来，我市通
过加大城市公共停车位建设，扩
大停车资源供给，努力补齐城市
停车设施短板。希望有关方面
以停车条例实施为契机，直面痛
点和堵点，把市民关心的停车难
题切实解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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