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是咱的东西咱不能要”是道德底线
近日，环卫工王爱玲在一辆共享

单车里捡到2万多元现金后，毫不犹
豫地还给失主，她说：“不是咱的东西
咱不能要。”

“不是咱的东西咱不能要”，很朴
素的一句话，是一个基本的道德标
准。因为，如果“要”了，心会不安，在
这里，心安是一种道德自律。

日前，在广东工作的黄先生通过
微信平台关联的银行卡，给微信名

为“海阔天空”的表妹转账8万多元，
一时手误竟转错了人。焦急万分的
黄先生通过微信语音联系对方，对
方不但不接还很快将他拉黑。在这
件事中，气愤的除了黄先生，还有很
多网友。

道德有底线。拿这件事来说，
如果收钱的一方能换位思考，想想

“大家赚钱都不容易”，想想黄先生
的焦灼，只需动动手指转账，就能立

马救黄先生于困境，免去黄先生报
警、诉讼至法院的无奈之举。

“不是咱的东西咱不能要”是道
德底线。在生活中，如果凡事都要
靠法律来解决，相比德的内心准则，
势必将耗费更多社会成本，损失更
多良善成本。

刹住“拒还”歪风，需靠精准的法
律去追责，更需靠世人守住“不是咱
的东西咱不能要”的道德底线。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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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优秀
是抢不走的“铁饭碗”

□文修

孙女大学毕业，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
作。前几天她来看我，闲聊中我才知道，她
想找一个“有钱又有闲”的“铁饭碗”。我一
听，告诉她：“‘铁饭碗’的真正含义，不是在
一个地方吃一辈子饭，而是一辈子到哪里
都有饭吃。”

大学毕业，谁都想找一份体面、稳定、
待遇好的工作，但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社
会竞争激烈，薪酬待遇总和预期有差距。这
是一段时间来，人力资源市场僧多粥少的一
个特点。面对这个现状，减小对第一份工作
的期望，先入职场提升自己，再寻求更好发
展，或许更明智。

王小丫大学毕业后，到一家报社工
作。单位安排她到通联部抄信封，当时
她感到很失望。虽说一时有些想不通，
可她照样好好干，写得又快又好。3 个
月 后 ，她 一 个 人 能 完 成 3 个 人 的 工 作
量，对报社的采访、编辑工作也越来越
熟悉……后来，王小丫到北京广播学院
进修，不断让自己变得更优秀，最后成为
观众喜欢的央视主持人。

事实上，不光是大学生，对所有的求职
者而言，别总想着找个安逸、稳定、待遇好
的工作，而应该把眼光放长远些，注重增强
自身的能力。你的优秀，才是任何人都抢
不走的“铁饭碗”。

疏解员工“情绪中暑”，也是一种“高温津贴”

三伏天，人们会比较重视预防身体
中暑，却常常忽视了预防“情绪中暑”。

谈“情绪中暑”绝非矫情。杭州有
个老板，遇到高温天性情突变，控制不
住暴躁的情绪爱骂员工，回家后又内疚
得整夜失眠，结果第二天情绪又很暴
躁，变本加厉地骂员工。眼看员工被自
己骂走了一半，这个老板慌了神，赶紧

去看医生。
据统计，人群中约有16%的人在夏

季会“情绪中暑”。
疏解“情绪中暑”，家庭温情不能

缺位。来自家人的理解、体贴等能为
个人提供安全感和归属感；疏解“情绪
中暑”，单位关爱不能缺位。说到“高
温福利”，人们往往会想到高温津贴、

防暑物品等，除了这些，“压力山大”的
人们还需要精细化的心理关爱。

体谅员工、善待员工，管理者要多
一些换位思考和“高温关怀”，发现员工
情绪郁结，与其谈谈心，是一种人情温
暖；酌情调节工作时间，为员工降温减
负，是一种制度温暖。因此，疏解员工

“情绪中暑”，也是一种“高温津贴”。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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