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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已有 20

多个省份完成《人口与计

划生育条例》修订，增设

育儿假成为一大亮点。

但是，多地网友反映，在

请育儿假时遭拒，企业要

么不批准，要么以各种理由推脱。更有网

友不敢请育儿假，一些企业甚至表示，育儿

假不是强制性规定，可以选择性执行。（3

月21日《工人日报》）

作为提振民众生育意愿的一项重要措

施，育儿假在执行层面竟然别生根芽，甚至

让一些网友直呼遇到了假的假期，实在是

让人遗憾。如果任由育儿假的尴尬继续下

去，不但与政策制定者的本意南辕北辙、无

助于提振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而且让政

府的一项惠民利民措施“注水”，损害法律

制度的威严。

育儿假之所以呈现“看上去”很美的情

况，主要是一些地方的法律制度设计出了问

题。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育儿假的

初始端，立法失之于软。比如，重庆规定“经

单位批准可休育儿假”，青海规定“鼓励用人

单位设立育儿假”。用人单位在法律没有硬

性规定的情况下，自然

毫无动力。另一方面，

在育儿假的末端，执法

失之于宽。比如北京、

甘肃等地虽然规定了

“应当给予育儿假”，但

没有出台罚则。这种

“无牙老虎”式的法律

规定，让用人单位不执

行育儿假时毫无压力。

所以，必须让法

律“长牙”，以过硬的

制度设计，保证育儿

假落地生根。首先，

从立法端改变育儿假

模棱两可的规定。所

有准备推行育儿假的地区，应硬性规定

“用人单位要给予育儿假”，让育儿者有法

律依据，让用人单位有执行动力。其次，

从执法端增加处罚性规定。对不施行育

儿假的用人单位，明确处罚措施，让执法

部门有法可依，让用人单位不敢违法。另

外，劳动保障部门也应该加强法律制度的

落实，通过定期巡查和不定期抽查，培植

育儿假的浓厚氛围。

当然，徒法不足以自行，也需看到，一

些企业对育儿假“不感冒”，也确实有他们

的难处。正像媒体报道的某企业负责人所

言，现在产假时间越来越长，相当于企业的

用工成本越来越高。再加上育儿假，企业

有些难以承受。所以，尽快出台相关法律，

分担企业在育儿假上的成本，也很必要。

让法律“长牙”，助“育儿假”成真 ■ 丁雪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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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要给网暴行为亮红牌

一场场“言语风暴”的背后，是个

别人“键对键”时忽视了表达的分量、

罔顾了发言的责任。匿名和虚拟不是

张口就来的理由，道德和法治才是“言

由心生”的前提。如果说网络暴力行

为是淹没理性、蚕食公序的洪水猛兽，

那么网络平台理应成为一道守护精神

家园的坚固堤坝。 @人民日报

3月21日是世界睡眠日。在中国医师

协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 19 日举办的

“2022世界睡眠日新闻发布会”上，多位专家

指出，长期睡眠不足会产生致命的影响，长

期睡眠有问题会增加糖尿病、高血压、心脏

疾病的发病风险。（3月21日中国新闻网）

中国睡眠研究会等机构推出的《2022

中国国民健康睡眠白皮书》显示，44%的19

岁-25岁年轻人熬夜至零点以后，19岁-35

岁青壮年是睡眠问题高发年龄段，睡不好

渐成年轻人的普遍痛点。

“好睡眠”作为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为

何成了这届年轻人的“奢侈品”？究竟是什

么影响了我们的睡眠？调查显示，“玩手机”

已成为影响睡眠质量的“罪魁祸首”。还有

人因为工作压力大和各种焦虑睡不着。“刚

想躺下睡觉，就看到工作群中不停弹出的消

息”“害怕休息时关手机看不到工作消息，第

二天被领导批评”……对于许多上班族来

说，这些似乎成为常态。数据显示，47%的

上班族反映睡眠质量不佳。还有不少人面

临着学习、升学、就业、婚恋等压力，忧郁、焦

虑让人难以入眠。久而久之，一些人逐渐养

成了睡眠“拖延症”，熬夜成了一种习惯。

“每天睡得好，八十不见老。”好睡眠，不

仅可消除疲劳、健脾益胃、坚骨强筋，保持旺

盛的精气神，还可以减少诸多疾病的发生。

正因此，莎士比亚极力推崇，“睡眠是人生中

第一道美餐。”如果长期睡眠不足，不但容易

加快机体衰老，危害身心健康，影响学习和

工作，甚至对社会也可能构成一定风险。有

文献报道，每周少睡6小时，工作中因注意

力不足而犯错误的比例高1倍。有数据显

示，八成交通事故与司机睡眠不足有关。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倡导健康

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体现了对国民健康的

关怀。别让“好睡眠”成为“奢侈品”，有专

家支招：学业太重？告诉孩子，提高效率比

疲劳战术更重要。工作太多？提醒自己，

摆脱熬夜奋战的恶性循环。打游戏不能自

拔？放下手机，改掉坏习惯能发现更好的

自己。拥有“好睡眠”，最终还得靠自己。

一个人时好好生活
一群人时不失自我

最好的生活状态其实莫过于，一个

人也好好生活，一群人也不会丢失了自

我。一个人若是学会了自己陪伴自己，

便学到了人生最重要的一项生活技

能。无论你现在是不是一个人，都不要

忘了留出“一个人的时间”，首先学会了

跟自己相处，才能更好地面对生活，跟

自己之外的人相处。 @新华社

2020 年以来，全国推行“一盔一带”安

全守护行动，督促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佩戴

头盔。记者发现，骑车人佩戴的这些头盔

虽然外形差不多，但质量却良莠不齐。这

些头盔能否有效保护骑车人的安全？(3月

21日《科技日报》)

公安部开展的“一盔一带”宣传整治活

动，让头盔市场变得火热起来，头盔甚至一

度变得“一盔难求”，头盔价格也随之水涨

船高。在利益驱使下，一些商家浑水摸鱼，

制售质量不合格头盔。

相关调查显示，市场上超七成电动自

行车头盔存在安全隐患。据了解，目前我

国多数大型企业生产头盔和安全帽，都使

用抗冲击性能好的 ABS 材料作为生产原

料，其每吨的价格要上万元。然而不少工

厂选择用3000元一吨的“回料”，即废旧垃

圾塑料来生产头盔。这种头盔毛坯单个

成本不超过 1 元，成品头盔的售价则可以

低至二三十元，甚至只有三、四元。这些

使用废旧垃圾塑料生产的头盔，安全性能

差，在关键时刻不仅不能“保命”，甚至可

能“送命”。

而不少消费者只关注价格，不关注安

全性，这反倒让安全头盔的销量远不及劣

质头盔，从而更让劣质头盔充斥头盔市场。

生命安全是头顶大事，头盔质量也是

“头顶大事”，不能任由劣质头盔横行头盔

市场。要看到，劣质头盔之所以能招摇过

市，主要在于目前的电动车头盔缺乏统一

的生产标准。据了解，目前国内针对摩托

车和单车头盔产品都已经制定了严格的生

产标准，只有电动车头盔欠缺统一的国家

生产标准，这就给了劣质头盔生存的空间。

针对于此，亟待填补电动车头盔的国

家标准空白，出台统一标准，让厂家能够按

照标准来生产头盔，让监管部门的监管有

明确的执行标准，这样才能对电动车头盔

市场把好质量关，才能将劣质头盔清除出

电动车头盔市场。另外，消费者也要增强

安全意识，要认识到骑车戴头盔的重要性，

要选择佩戴安全头盔。

墙上贴的和嘴上说的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