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
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
重要体现。”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深刻指出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明
确提出推行垃圾分类的具体要求。人人行动起来，
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而
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正
在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6月4日《人民日报》）

但丁有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

方的宝藏。按照目前的技术条件，有些垃圾很难得到
有效利用，不少垃圾的利用成本还很高。垃圾分类处
理，就是为最终解决“垃圾到哪里去”而来的。做好垃
圾分类，会节约多少社会成本？

垃圾分类应当成为生活时尚，但垃圾分类不会
自动到来，也不会轻松到来。就当前来看，对垃圾分
类，需要从三个维度加以审视。

垃圾分类不是小事。垃圾是在生产和生活中产
生的，是自古有之的事，当然，如今随着城市化进程
的加快而日益突出。垃圾量迅速增加，造成了严重的
资源浪费，也使环境问题愈加严重，如果得不到及时
有效处理，我们将深受其害。事实上，这些年来，媒体
已经报道过不少“垃圾围城”的案例，从城市到农村，
很多地方的垃圾处理已经成为棘手难题。培养垃圾
分类的好习惯，可从源头上减少垃圾的产生，顺应形

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时代潮流，因此垃圾
分类似小实大。

垃圾分类不是容易事。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理
想的状态当然是习惯成自然。但是，形成习惯的过
程，可能是长期的，曲折的，不会一帆风顺。垃圾分类
只是“举手之劳”，可在现实中经常看到，明明是“举
手之劳”就是没有人“举手”。可以说，需要经年累月
的接续努力，“举手之劳”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具体到
垃圾分类，其习惯养成是一个渐进过程，需要社会提
供各种硬件支撑。因此，对于实现垃圾分类的难度，
必须有充分认识，既要坚定信心，也不能掉以轻心，
不能奢望毕其功于一役。

垃圾分类不是分外事。在垃圾的有效处理中，
分类只是其中一个环节，这是一个协同过程，涉及
到政府、企业、社区、居民等各个层面，任何一个

环节掉链子，都会影响“闭循环”。有人感慨：自
己分类了，但别人没有分类；源头分类了，但处理
还是“一勺烩”。面对这种情况，人们可能感觉有
点受伤，但不必为此悲伤。正如我们只能牵引落后
而不能迁就落后，只能彼此做加法而不能彼此做减
法。垃圾分类不分分内分外，从源头到终端，各环
节都要承担起责任，互相监督而不互相指责，互相
补位而不能互相拆台。

围绕垃圾分类，不少地方提供了有益的探索。江
苏扬州推出“互联网+垃圾分类”数据平台，市民可以
利用垃圾分类积分兑换生活用品；广东东莞将回收
的厨余垃圾转化为有机肥，向居民免费派发；上海闵
行志愿者轮流值班，指导垃圾投放……这也启示我
们，道理千万条，做是第一条。只有大家都行动起来，
垃圾分类才会蔚然成风。

进入6月，不少大学中的打印店开始忙活起来。
一本本论文从这里打印、装订，围在机器前的大学
生们眼中充满着期待、欣慰，还有些许的如释重
负。去年9月，教育部下发《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
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强调
各高校要严把毕业出口关，坚决取消“清考”制度，
自此我国高校阔步迈进了“严出”时代。因此，这个
论文季，对于不少大学生来说比往年难多了。（6月3
日《中国青年报》）

尽管高校加强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管理让
一些毕业生感到不适和痛苦，但笔者还是要给大
学进入“严出时代”点个赞。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徐
飞教授曾说：当前“学生在知识、能力、表达等方面
都存在问题，而毕业论文写作让这些问题集聚在
了一起，才导致学生苦不堪言。”因此，大学生在校
读书期间，一定要打牢知识基础，潜心钻研，注重
积累，提高独立思考、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这样毕业时写出选题有新意、内容有深度的毕
业论文，也不是什么难事。如果学生平时做的很
好，他在论文写作时就不应该感到很痛苦，论文反
而应该是他自我展现的舞台。

“大学严出”好处不止于此。“大学严出”可以倒
逼高校管理者更加重视教师课堂教学工作，引导
广大教师认真备课，认真上课，淘汰“水课”，这样教
师有成就感，学生也会有获得感。

刚在购物APP上看了一款商品，随后就在
各种资讯客户端接到同类商品的广告推送；在
某社交APP上跟人聊起育儿经验，稍后就收到
母婴用品的广告推荐……现实中，层出不穷的
精准广告令人不堪其扰，想要关掉推荐功能，
要么根本没有关闭按钮；即使有，也要经过繁
琐的操作步骤。由此，带来人们对个人信息泄
漏的担忧，“精准”变“惊准”。

企业分析用户需求，精准投放广告，提升
购买转化率，同时也为用户提供方便，使其更

快找到喜好的产品，本是为了共赢。然而，某
些企业早已越界，它们对个人隐私无限制地探
查、传播、利用，给用户带来了困扰和担忧。
那些隐藏在APP后的程序就像暗处的一双双眼
睛，全方位贪婪地审视着用户。用户赤裸裸地
暴露在网络中，沦为商家的猎物。

互联网行业飞速发展，但飞速不能野蛮，
加强监管不仅仅是维护用户权益，也是规范行
业发展，促进市场健康持续发展的必要措施。

(文/《人民日报》客户端 漫画/张建辉)

对劳动者而言，跳槽的顺序多是先找好“下
家”再辞职。然而，不少劳动者表示，“前脚刚更新
简历，后脚就被单位人事部门叫去谈话”。那么，
是谁在“告密”?记者了解到，公司是通过第三方平
台提供的“人才流失预警机制”功能从而掌握了
员工动向。（6月4日《工人日报》）

员工欲跳槽有多种原因：有的是对薪资待遇
不满，有的是对工作安排、上班环境不适应，还有
的想去更好的平台发展……无论哪种原因，员工
多半希望跳槽没成功之前守住秘密，跳槽成功之
后依然和原单位好聚好散，但第三方平台的“人
才流失预警机制”，给了劳动者一个措手不及。

网络时代，劳资双方利用第三方平台达成用
工协议是常态，保护双方的信息安全尤其是劳动
者的隐私乃第三方平台的基本底线。但企业仅花
费1350元就成为会员，便可获取相关预警服务，员
工信息异动都在其监视之下，这让人如芒在背。

《网络安全法》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经营者
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
当、必要的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
式和范围，并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收集、使用消
费者个人信息，应当公开其收集、使用规则，不得
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
信息。经营者及其工作人员对收集的消费者个人
信息必须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
他人提供。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九条
也规定：“经营者及其工作人员对收集的消费者

个人信息必须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者非
法向他人提供。”

在劳动者不知情、不同意的情况下，第三方
平台以所谓“人才流失预警机制”的方式，擅自将
劳动者的信息变化“卖”给企业单位，无疑违反了
相关法规，是打着“预警”的旗号侵犯他人隐私，
并以此牟利，侵犯了劳动者的隐私权。

劳动者有依法择业的自由，是否跳槽是劳动
者的个人权利，在没有完全决定是否要离职时，
如果因第三方平台泄露简历更新信息而导致劳
动者被约谈，那种被动、无奈的难受状态，和不被
信任、不被尊重的感觉，事实上是对劳动者权益
的侵犯。如果员工因此被辞退或降薪，则给劳动
者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与经济损失。因为“预警”
而被侵权难以取证，维权难度大，给劳动者要求
赔偿造成很大困难。直白点说，在劳资双方的力
量对比中，劳动者本就处于弱势，现在“人才流失
预警机制”更凸显了资方优势地位，加剧了对劳
动者权益的伤害。

政府相关部门要警惕“人才流失预警机制”
“出卖”劳动者权益，应该及时叫停。对这种滥用
权限、过度搜集用户信息、牟取私利的行为，有关
部门应加大监管巡查力度，健全法律法规，尽早
出台专门针对个人信息安全的完整的法律，厘清
大数据采集，保存、传输，使用的规则红线，加强
网络平台、APP“越界”收集信息的专项治理，以倒
逼其规范运营，维护公众权益与法律权威。

跑居委会3趟，派出所3趟，街道办事处1趟，接
打市长热线电话11通，在居住小区微信群内吐槽多
次，最终拖了50天，往返两万多公里，石家庄市民苏
晗（化名）才为在国外工作的儿子开出了一张无犯
罪证明。（6月4日《中国青年报》）

2015年8月，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官微曾发文明
确“18个不该由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其中就包括

“无犯罪记录证明”，强调“无犯罪记录……应由需
要单位派人持有效证件及单位介绍信，到公安派
出所给予出具证明，对个人一律不予出具。”虽然
如此，但许多单位仍在索要该证明，尤其出国时其
他国家需要该证明的情况下，简单强调“对个人一
律不予出具”，无疑会给一些民众带来困扰，让他
们身陷“一边要开，一边又不给开”的无所适从。

鉴于此，要想改变“无犯罪记录证明”难办现
象，关键恐怕还在于进一步健全相关办证政策，进
一步明确细化相关办证要求、流程。相比其他一些
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特殊
性的证明事项，它不仅是国内许多职业法定的入
职门槛，也是具有国际需求的证明文件。站在国内
办证角度，依规减少没有法律依据的索要证明要
求，同样也十分重要。要知道，只有在明确法律依
据前提下，要求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才是正当
合法的，否则就会对应聘人员构成就业歧视。

■ 漫 画

让垃圾分类成为生活时尚
□ 毛建国

“人才流失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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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个赞
□ 李 健

50天办一张证明

难在哪
□ 张贵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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