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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负责公关事务的前副总裁璩
静制造了一个职场上的黑色幽默。

在一个疑似宣传企业文化的视频
里，她说：“我为什么要考虑员工的家
庭？你男朋友给你闹分手跟我有什么
关系？如果你这么在意你男朋友支持
你不支持你，你辞职我秒批。我根本
没义务去了解你哭了还是没哭、吵架
没吵，这不是我作为主管该关心的事
情。我不是你婆婆，也不是你妈，我们
的关系就是雇佣关系。我需要考虑的
是，你能不能在你的岗位及时交付结
果。你可以不用承担重要的工作，但
涨薪的时候就没你什么事。”

视频里，璩静直言快语、杀伐果
断，颇有霸道总裁的既视感，但这段言
论也让她陷入舆论漩涡。她递交了辞
呈后，李彦宏秒批了。

不过，她这番话错在哪儿，却让我
费解。批评的声音中，我看不到清晰
的一致性，相反都是模糊的语言，且彼
此支离分散，比如，职业素养不足、价

值观不正、忽视道德和社会责任等。
她这番话可以拆成两层意思。
第一，员工与企业是什么关系。

双方根据合同互相行使权利承担义
务，不是雇佣关系难道是家长与孩子
的关系？就企业内部而言，它最大的
善就是保证员工的休息权利，为员工
提供体面的薪资。相反，那些在年会
上动辄高唱“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
人”“感恩的心”的企业，倒要警惕它有
没有强迫员工无薪加班，是不是给员
工交足了“三金”。

第二，企业高管该不该关心员工
的生活。如果员工或其家庭成员遭遇
意外，或因意外造成经济负担，应该关
心。然而，任何关心都应恪守边界，对
具有隐私属性的感情问题却不必关
心，而且员工因感情问题带着情绪来
上班，难道不是职场禁忌吗？

理性人不会在意含情脉脉的谎言，
如果你很在乎工作之余领导给予你情
绪价值，你很可能要支付相应的对价。

璩静错哪儿了
⊙小雨

“为消除学生攀比心理，确保学
生足部健康，建议各中小学校如校
服一样，由学校统一组织家长出钱
为学生配备校园健康运动鞋，每双
运动鞋价格在 600 元左右，费用由学
生家长承担。”这是安徽省淮北市一
小学家长收到的调查问卷的内容。
当地教育部门回应，此调查是为回
复某个议案采集数据，并非让学生
家长购买；定价 600 元是工作失误，
已终止调查。

明明是一双高价攀比鞋却被说成
是防攀比鞋，这个反射弧不太好画。
按照这个逻辑，是要贵到不用攀比的
意思。

抛开统一购鞋防攀比的合理性、
必要性不论，就算买也要考虑普通家
庭的承受力，而不是按照攀比的高要
求去取一个高值。小学生处于生长
期，一双鞋只能穿一年半载，600 元的
鞋太浪费，很多国产品牌的中档运动
鞋往往只要两三百元。

如今，苦难教育不再流行，只要父
母力所能及，一般不会苦了孩子。儿
童青少年出现攀比心理也不奇怪，只
要不过火，也是可以理解的，家校引导
即可。学生穿上校服，如今又指定鞋
子，也许接下来还要让书包、水杯、袜
子等“清一色”，这样做有悖孩子们的
天性。制止攀比，将具有更强自我意
识的中学生作为对象显然比小学生更
具针对性，但解决方法绝不是统一购
买高价鞋。

调查问卷简单粗糙，甚至有文字
不通或疏漏之处，先拟定鞋的价格，再
让家长选择是否支持，或多或少释放
了一定的“潜台词”。家长担心这是

“投石问路”，试探心理底线，为下一步
的行动“试水”。有关部门称是工作失
误，但公众的疑问并未消除：若是工作
失误，为什么不定成 60元一双？有网
友说：这也失误，那也失误，最失误的
就是忘记了有互联网。这话值得深
思。

如此防攀比
⊙家祥

今日观察

击一周 点

漫话

邻里之间
居民区里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在

邻里之间彼此理解的和风细雨中化
为乌有，但现实往往不会这么和谐。

新华区王庄村有栋居民楼，本
属公共区域的楼顶被居民养花种
草，浇水时渗漏到顶层居民家，邻里
矛 盾 渐 渐 萌 发 。 顶 层 居 民 拨 打
12345 后，王庄村热线专干效率很
高，通过协调将花草搬入室内，并劝
解双方握手言和。

其实，这样的小事，根本不用劳
动上级“官员”介入。然而，不向上
级求助，顶层居民的烦恼又解决不
了，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居民在小区
自治中如何自律的问题。非得借助
上级的权威才收敛占领公地、侵犯
公共利益的心思，这种侥幸和狡黠
要不得，习惯制造问题的居民应该
反思。 （张骞/文 张梦珠/图）

文/澎湃

5月10日，民政部召开2024年第二
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日前出台
的《关于加强养老机构预收费监管的指
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其中
特别明确：预收费周期不得超12个月，
押金、会员费等将由商业银行第三方存
管。

《指导意见》有的放矢，针对之前养
老机构的种种收费不规范，特别是异化
为金融诈骗、集资陷阱的“养老模式”予
以硬监管。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社
会化养老成为养老的重要方式，预收费
模式是养老机构、老年人基于协议达成
的一种消费模式，养老机构动辄收下了
数万元乃至数十万元的费用，更需严格
规范、监督。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打非局一
级巡视员付占胜指出，养老领域是不法
分子实施非法集资、诈骗等犯罪行为的
高发领域。目前，一些养老机构完全偏
离了为老人服务的初衷，把养老服务、
床位费变成了某种“理财投资”项目，打
着“养老服务”“健康养老”等名义，以

“高利息、高回报”为诱饵，实施非法集
资活动。

在一些个案当中，有的老人花了十
几万元在养老院预付了床位费，养老院
竟还在鼓动“钱投得越多，折扣就越
大”，甚至承诺几年之后连本带息全部
返还。老人在诱惑之下，向养老机构投
入更多资金，却遭遇老板跑路、血本无
归的骗局。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
了六类养老诈骗犯罪典型案例，其中就
有以投资“养老项目”为名实施非法集

资犯罪的典型案件。
“老人看中的是折扣，黑心老板却

贪上了本金”，这种骗局本不算高明，但
对于高龄老人的危害性极大。养老产
业需要扶持、规范，对养老产业背后的

“庞氏骗局”更需保持高压态势，要帮老
人看牢养老钱。

这一次的《指导意见》对养老机构
收费树起了多条政策红线。一、明确了
收取要求，限定了养老服务费最长收取
时限为 12 个月，以及押金最高预收额
度，列出了会员费收取的“负面清单”情
形。其二，明确了款项的用途，会员费
不得用于非自用不动产、有价证券、金
融衍生品等高风险投资。养老机构不
得以承诺还本付息、给予其他投资回报
等方式，诱导老年人或者其代理人交纳
预收费。其三，明确对预收费的全口径

监管，对于押金、会员费，应当采取商业
银行第三方存管和风险保证金等方式
管理。民政部门还要会同当地金融监
管部门制定存管的相关规则。

有研究显示，平均有 4.7 个骗子在
围着老年人设各种圈套。养老机构本
身收取的费用就较大，属于金融风险高
发环节，如果还涉及投资陷阱、“庞氏骗
局”的话，老人可能面临血本无归、老无
所依的灾难。

这一次，民政部联合发改委、公安
部以及多个金融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
门，一起制定养老机构预收费监管规
定，强化了全链条监管，降低了资金安
全风险，实实在在帮老人看牢养老钱，
也向整个养老产业释放了明确的政策
信号——老老实实经营，别打养老钱的
歪主意。

以强监管看牢养老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