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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个论

本报评论员
魏英杰

商家在投“龙虾病”保险的同

时，能够有机构牵头凑点钱给

专业研究机构，把这个病因找

出来，恐怕这才是给消费者、给

这个龙虾经济龙虾产业，带来

的是一劳永逸的健康。

南京推出首款“龙虾保险”，承诺吃出病

来，最高赔 2 万元。于是很多人说，这下可以

放心吃了。

龙虾吃出来的病，最可怕的是“横纹肌溶

解综合征”。事实证明，这个病，跟小龙虾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年夏天，安徽铜陵一

地出现过 37 例，南京最新发现 2 例。要命的

是，到现在为止，“龙虾病”产生的病因，卫生

疾控部门到现在还没把这个谜解开。

过去有句话叫“拼死吃河豚”，今天商家

推出“龙虾保险”，忽然有一种拼死吃龙虾的

味道。小龙虾真这么好吃？仁者见仁。但作

为夜宵摊上的一道主菜，小龙虾已经成为微

信朋友圈出镜率最高的主角。风险与佳肴同

在，而消费者吃的不只是美味，更是状态。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全国3万亿的餐饮市

场中，小龙虾市场规模超过了1000亿。仅今年

二季度，小龙虾专营店新增数量同比上涨33%，

总数量1.8万家左右，是肯德基中国门店数量的3

倍。吃小龙虾大都是年轻人，点单最多的是晚上

9点之后。夜宵、年轻人，这就是一种生活状态。

从这个意义来说，吃的还是“寂寞”，是腔调。最

新的数据说，整个奥运期间，吃货们光通过外卖

订单，就有望消费掉1000吨小龙虾。

“龙虾保险”，其实吃的就是消费者心理

上的担忧，它其实是一种鼓励性消费。真吃

出病来了，只要证据保全，赔偿不是多大的问

题。商家这么热心，不是真心体谅人，而是因

为它的利润实在太厚。它貌似是在给吃龙虾

的消费者保险，但本质上还是给整个龙虾产

业、龙虾经济做保险。

问题是，虽然龙虾病是个小概率的事情，

但若真的不幸中招，这点钱解决不了问题。

从生意的角度看，商家的保险投入没有错。

但是从真正解决“龙虾病”的心理障碍来看，

却是明显的投错了门路。

还记得 2014 年红极一时的“冰桶挑战”

吗？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美国ALS（肌萎缩性

脊髓侧索石化症）协会募集到的史无前例的

1.15亿美元善款，其中的67%用在了治疗ALS

的相关研究上，余下的是这么分摊的：20%用

于病人照顾、9%用于大人教育、2%用于募款、

2%用于杂费。关键是，最新的消息说，有科

学家利用这笔研究经费，找到了 ALS 的致病

基因——NEK1，从而让治疗此病有了更进

一步的突破。

两件事，钱不一样，套路也两样，但都面

对的是基本的病因难题。我们的思路，跟人

家相比，差距不是一点点。

对于消费者来说，小龙虾，吃还是不吃，

千万不要把有没有保险当成决定的因素。钱

是自己的，身体更是自己的。如果商家在给

消费者投“龙虾病”保险的同时，能够有机构

牵头凑点钱给专业研究机构，把这个病因找

出来，找到从根本上杜绝这个病发病的机会，

恐怕这才是给消费者、给这个龙虾经济龙虾

产业，带来的是一劳永逸的健康。

与其投保龙虾险，不如捐款查病因

一家企业的凝聚力需要一些

规章制度的约束，但规章的目

的不是让员工夹着尾巴做人，

而是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

山东一家企业的老总对发微博这个事迸

发出极高的热情，隔三岔五一碗心灵鸡汤端

到员工面前，眼巴巴地等着别人来跟评，不跟

的员工罚一分扣 50 元。不过，现在他再也不

用担心自己的微博无人搭理了，自打媒体曝

光后，粉丝数暴增，评论暴涨，“点赞”声此起

彼伏，俨然新鲜出炉的网红模样。

老总文笔不错，心灵鸡汤也熬得很用心，

可是《劳动法》显然没学好，个人的罚款是明

令禁止的行为，职工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投

诉。《行政处罚法》第8条明文规定，罚款是行政

处罚的种类之一，只能由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

行政管理机关或者法律授权行使行政权力的机

构行使。而《劳动法》上的用人单位不是行政执

法机关，无权对职工的违法行为进行罚款。

哪怕劳动法管不了这么鸡毛蒜皮的事，

立这样的规矩事先跟员工打过招呼没有?每

天在微博上数人头，数不齐人头还要开罚单，

搞惩罚教育，兴师动众，你还有时间干正事

吗？

老总回应说是为了文化建设，要让人心

齐，你罚这么凶，人心能不齐吗，可是这样的

齐到底有什么意思呢？且不说鸡汤是否人人

爱喝，就这种喝法，再鲜美的鸡汤也喝不出味

来。那是给人民币面子而不是给老板面子。

这种跟评的真诚度也值得打个问号，高压之

下老板期待的目光之中，你也不可能指望听

到什么由衷的真话。相反，投其所好，天花乱

坠，忽悠得老板云里雾里，老板是给哄开心

了，底下人一边打字一边耻笑，一边赞美一边

骂娘。

当然，老总可能觉得自己说的就是真理，

员工只有细心体会认真领悟的份，那就该有

文化上的自信，要相信自己一语能惊醒梦中

人的能力，要有水滴石穿、苦口婆心、相信真

理一定能战胜邪恶的定力，而不是藏着匕首

时刻准备着搞个突然袭击。

企业文化没搞好，老板的作派反倒让人

倒足了胃。把员工当成自己的小跟班，想罚

就罚想骂就骂，拿他几个钱受他一身气，签劳

动合同就跟签了卖身契一样。打着为公司好

的名义，想体验的却是指点江山的气势。无

非是把员工当成了鱼肉，自己成了握刀的

人。有这样武断任性蛮不讲理的领导，还一

天到晚想着员工率真、团结、克己奉公，这不

是南辕北辙吗，你当员工那么好忽悠的？

一家企业的凝聚力需要一些规章制度的

约束，但规章的目的不是让员工夹着尾巴做

人，而是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雇佣关系需

要金钱维系，但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人格是

没有高低之分的。

老板的权威该体现在作为上，为员工创

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对员工的生活和未

来负起责任来，这样的企业，哪怕老板没要

求，员工也一样会一呼百应。心灵鸡汤不是

不能喝，可是拿这个当饭吃，迟早是要吃出毛

病的。

老板发微博强迫员工点赞，倒人胃口

本报资深评论员
刘雪松

不是空调不给力，而是长沙火

车站在金钱诱惑下迷失了身

份意识。

室温高达 37 摄氏度，旅客直呼受不了，

火车站却以用电配额不足等理由，拒绝打开

普通候车室的空调。然而，只要花二三十元，

旅客立即可以“升级”到商务候车室，在那里

除了享受怡人冷风，还可不排队优先上车。

长沙火车站这一做法，在近日引起了公愤。

如果长沙火车站是因空调故障或电压不

稳暂时停开，这就无话可说。而实际上，长沙火

车站不是这个夏天不开空调，而是一年到头都

不开。火车站方面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连

供电部门都表示，这个“锅”他们不背。供电部

门回应，他们一直重点保障火车站供电，且电力

供应充足，没有限制其用电负荷。这么不客气

的回应，立即让长沙火车站现出“原形”。

若是长沙火车站心疼空调费，因而只能

开放部分候车室，也勉强能够谅解。但火车

站只开商务候车室也就罢了，却还要收费才

让进入。收费已经很无耻了，还公然到普通

候车室，用喇叭吆喝“空调开放，提前上车”，

四处招揽旅客。难怪市民会说“候车室的温

差，度量的是良心”，也难怪到实地调查过的

长沙市政协常委、文教委主任陈忞会怒斥火

车站“要钱不要脸”。

长沙火车站自己不要脸，还丢了城市的

脸。火车站是典型的公共场所，是展现城市

形象与文明素质的重要窗口。南来北往的人

群，每天在火车站进进出出，看到这一幕场

景，体验到凉热两重天，无论有没有花钱吹空

调，也将留下很恶劣的印象。以后提起这座

城市，脑海里浮现的大概不是湘江风光，而是

满满一候车室光着膀子、满头大汗的旅客。

这让人忍不住想问：长沙火车站究竟是缺钱，

还是缺心眼？

这种赚钱手段不仅不高明，反倒体现了

长沙火车站漠视公共服务的霸道态度。如果

是纯粹的商业场所，这时候反倒会开足空调，

千方百计吸引客流。在许多城市里，空调马

力开到最大、温度最冷的往往是大型商场。

这些商场为什么不心疼钱呢？一方面是基于

起码的公共意识，另一方面是服务意识使

然。不能满足客人需求，提高服务品质，怎能

让人掏钱消费？长沙火车站不仅想钱想疯

了，而且是借助自身优势，假公共资源牟取部

门利益。就此而论，不妨查查该火车站的经

济账，看看电费是谁出的，商务候车室的收入

又落入谁口袋。

面对酷暑天气，一些城市的相关部门都

会采取措施，为群众防暑降温提供方便，除要

求公共场所接纳群众，还会尽可能开辟各种纳

凉场所。如有的社区纳凉场所免费提供茶水，

许多商铺也自发加入免费提供纳凉、供应凉茶

的行列，还特意在门口张贴海报。这可不是从

商家经营的角度出发，而是切切实实为人们提

供方便的。走在这样的大街上，哪怕天气再

热，也会让人感受到这座城市的习习凉风。

当然，长沙火车站这么做，不代表当地其

他公共场所也是如此。经过媒体曝光，长沙火

车站已关停商务候车室，并表示将于近日“重

启”候车室中央空调。看来不是空调不给力，而

是长沙火车站在金钱诱惑下迷失了身份意识。

给钱才让吹空调，丢了自己的脸

本报评论员
高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