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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漫画腰”在微博、朋友圈悄然走

红。为秀“漫画腰”好身材，有个别女明星接

连挑战高难度动作，引发粉丝跟风模仿。很

快，就有医生出来说，做这种高难度动作来秀

腰，不仅给当事人带来健康隐患，也易造成大

众身材焦虑。好在，一些秀“漫画腰”的艺人

察觉问题后，及时删掉动态并道歉。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特别是影视明星，

生活在社会的聚光灯下，一言一行备受关注，

受到的监督也理应较普通人更严格。因此，

艺人要想有个好口碑，不仅要维护好良好的

个人形象，更应把沉甸甸的社会责任扛在肩

上。

影视明星是公众人物，其言行举止不只

代表个人形象，也影响着大众特别是粉丝的

价值认知。如果影视明星因为自身因素犯下

错误，可以说是咎由自取。而在一些可以弥

补的错误上，及时改正、主动道歉，则体现了

自身的素养，也易获得社会公众的谅解。

一份职业，就有一份职责。无论哪个圈

子，想要出彩，既不能缺少真功夫，更不能没有

好形象。社会形象是公众人物赖以生存的基

石。对于影视明星来说，社会形象好了，作品

才有推向公众的资格，才能在圈内站稳脚跟。

社会形象的塑造，离不开成年累月的积淀，但

社会形象的摧毁，可能就在一举一动之间。

个别影视艺人，守不住职业伦理，甚至触

碰了法律的底线。结果，其社会形象大打折

扣，还为荒唐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曾经

红极一时的某流量明星就是一个鲜活的例

子，不仅拒绝配合机场安检、用粗话辱骂公职

人员，还企图利用网络舆论，对抗执法人员，

结果引发社会批评，其个人事业受到很大影

响。

值得思考的是，为何一些公众人物犯错

后，能够勇于承认错误，而有些却不知悔悟？

原因恐怕在于，后者身上还没有足够的社会

责任心，在提升文明素质、个人修养方面还需

要继续努力。

影视女星们，与其追求做“腰精”，不如追

求形象清，面对公众别做“任我行”，而应多点

责任心。如果影视明星爱惜羽毛，为自己的

一言一行负责，讲道德、守法律、有责任，相信

不仅能帮助自己在舞台上站稳，还能给大家

带来更多的温暖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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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浙江电视台“1818黄金眼”报道，郭女士

在杭州找了份工作，收到通知要求在3月16日

到公司报到。但郭女士因为要忙老家拆迁的

事情，觉得来回跑太辛苦，就不太想去上班了，

便提前一天跟公司人事部的陈经理进行了沟

通。陈经理称，岗位是急招，说她“一点诚信都

没有”，还将她的信息发到了朋友圈，并配文：

“这种人，各位同行你们还敢再用吗？”

其实，招聘过程中“因为各种原因擦肩而

过”的情况挺常见的，大家投简历不可能只盯

着一家投，总会多投几家，通过面试与面谈从

中选择一家自己认为最合适的，和另外几家

就会“擦肩而过”。这是个双向选择的过程，

企业在挑人，员工也在挑企业，双方只要没有

明确表示，就算不上什么失信行为。况且，郭

女士是因为老家有事不得不婉拒，就更情有

可原了，她也提前跟人事经理作了沟通，可以

说整个过程并没有明显的过错。

人事部经理每天都在跟这样的情况打交

道，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哪怕员工接到

入职通知书，在正式入职前还有个岗位、待遇

再确认的过程，同样也可能谈崩掉。企业不

也是广撒网，然后再从中找合适的人吗？一

个谈不拢再通知下一个。把这种选择行为视

为不诚信，还暗示同行要悠着点，这就过了。

相中的人不来，企业不妨多反思一下自己，是

不是给出的条件不能匹配应聘者的要求？如

果觉得非对方不可，那就提供对方无法拒绝

的条件。

至于在朋友圈里贴个人信息，指名道姓，

这就泄露了他人隐私，涉嫌违法了，何况用了

这种带有强烈暗示性和一定污辱性的语言。

你没有权力公开他人隐私，更没有权利以暗

示性的语言，试图影响其就业前景。一言不

合就扣帽子，想封杀别人，这样的公司谁又敢

去呢？

郭女士如果觉得自己的名誉受到损害，

完全可以提起诉讼。现在法院的判决文书会

对社会公开，一家企业打了哪些官司一目了

然。留下这样的不光彩纪录，对企业而言也

是个惩戒。

一家企业给社会的东西，不只有商品，也

不只有服务，还有关于这家企业的方方面面

信息，比如员工的待遇怎么样，企业有没有失

信纪录，社会责任履行得好不好，有没有官司

缠身。招聘是企业运营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严格规范的招聘会给企业形象加分，博得社

会的好感。

优秀的企业不仅产品和服务是优秀的，

它的方方面面都在努力做得优秀。而显然，

那家侵害郭女士隐私权的公司，则既不宽容，

也不专业。看看几乎一边倒的跟评就知道，

大家对这种行为有多反感，那家公司给自己

的形象减了多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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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英杰 小孩入学后，除了学习，家人经常焦虑的

一件事情就是他的睡眠。作业多，课外培训

班加码，让许多小学生难以保证充足的睡

眠。据钱江晚报·小时新闻报道，日前，绍兴

诸暨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向全体师生发出一

道“睡眠令”，其核心是保证学生在晚上9点前

睡觉，为此学校要求老师严格控制作业量，改

变作业的方式。

睡眠不足，会影响人的身心健康，这不用

多说。刚刚过去的世界睡眠日，旨在引起人

们对睡眠的重视。其间，中国睡眠研究会等

机构发布的《2021 运动与睡眠白皮书》显示，

目前中国超 3 亿人存在睡眠障碍。另据一项

最新调查显示，95.5%的小学生、90.8%的初中

生和 84.1%的高中生的睡眠时长未达标——

这么高的比例，再次敲响了青少年睡眠健康

的警钟。

青少年正处于长身体阶段，睡不好难免

影响发育。宁愿作业少一点，让孩子多睡一

会儿，这应是很多家长的共识。问题大家都

知道，道理大家都明白，可为什么落到实处时

总是雷声大雨点小？这在于，在应试教育下，

睡眠不得不让位于学习，作业一点点地挤压

了青少年的正常睡眠时间。

所以，要保证孩子们的睡眠，必须拿作业

“开刀”。如果作业量减不下来，让小学生 9

点前睡觉也就成为一句空话。诸暨这所学校

肯定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这道“睡眠令”提出

的解决方案，就是作业减量或换种方式。据

报道，此举取得了切实效果。学校的抽样调

查显示，“失眠令”发出不到一个月，学生 9 点

前入睡的人数明显增加。全校 12 个班级学

生 9 点前入睡的，从原来的平均每班 15 人增

至 33 人，增加了 120%。这就能说明问题所

在。

只不过，如果睡眠问题真的这么容易解

决，也就不用学校发什么“睡眠令”了。有人

就担心，这是学校发出的“睡眠令”，家长不配

合也得配合，没得选。也就是说，这其中不排

除有些家长只是提交了一个“正确”答案，而

不一定是孩子就真的按时睡觉了。还有人认

为，就算学校减少了作业量，那些牛娃的爸妈

也不会放过给孩子加作业量的机会——别人

减少作业，牛娃增加作业，岂不是更能够保持

绝对优势？

这就涉及作业背后的应试教育体制。换

句话说，只要中高考的指挥棒功能依然有效，

无论家长还是老师，都不敢掉以轻心。路就

这么点宽，不做作业或少做作业，凭什么竞争

得过学霸、牛娃？于是，这又陷入了“剧场效

应”的无休止循环之中。

以个人经验来看，“睡眠令”对低年级小

学生来讲，可能有点效果，对高年级小学生，

作用会越来越弱。对初中生、高中生，则更难

以落实。其背后的逻辑在于，大多数孩子都

面对一样的终点，如果没办法杜绝别人抢跑，

自己就先放慢了脚步，这在有些家长看来，不

啻是一种自我放弃。

一道“睡眠令”，载得动几多愁？应该说，

“睡眠令”提醒了保障青少年睡眠的重要性，

也意味着开始有学校、家长对当下的学习恶

性竞争说“不”。有了这种迫切意识，就是自

我改变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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