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者见解

热议

! ! ! !晚报 !月 "#日读者之声版刊登了一幅

图片!只见一名女士在地铁车厢里竟然把拉手

环当成了健身环!正如为这幅图片配的短诗中

写的那样!这名女士健身跑错了地方"

如果你经常乘坐地铁的话!总会发现一些

不文明的现象"比如!不自觉排队#不遵守先下

后上的规则!抢座位等" 有些乘客在列车门刚

打开时就往里冲!这样就容易引起车门口的拥

堵! 有乘客在列车正在关门时还要往里挤!实

在是太危险了"在车厢内!有些人大声喧哗!或

是旁若无人地高声打手机!个别人还把喝完饮

料的瓶瓶罐罐扔在车厢内"

坐地铁的话!坐相也很重要" 一些乘客喜

欢坐着的时候跷二郎腿!这样就会让你的鞋子

碰到别人的裤子!很容易引起双方的矛盾" 还

有的乘客把脚搁在各种栏杆上#把脚踩在椅子

上!甚至整个人睡在椅子上!很不雅观"

地铁是城市文明的一扇窗口!这些不文明

现象看似都是一些小事!但如果不及时纠正的

话!就会影响一个城市的形象"所以!我们每一

个乘客都要遵守社会公德!文明乘地铁"同时!

地铁部门也应该在地铁内! 充分利用广播#电

视#海报等宣传文明乘车的注意事项!并对不

文明现象进行劝导"

———读者 邓为民

本报记者 陆常青 整理

感谢读者给晚报提供真知灼见和独到见
解。您可以拨打本报读者热线：!"#$$$或投稿
邮箱：%&'()*+,-.'/+.'0

! ! ! !饿了么官方回应!下线所有涉事违规

餐厅"你怎么看#

!好!媒体曝光见效

!没用!风头一过还是老样子

!饿了还是自己煮吧

!还有更多网上订餐也得查

您可通过新民网、新民晚报 122、新民
晚报新民网官方微博进行投票，本期民调
结果敬请关注明日“新民调”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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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本报 134社会新闻版《当保安要
“买”汽车交“保密费”？》一文报道了上海市民
小杨应聘保安，在总共 5个地方用掉了 6万多
元，连 728/09 ":%&;手机也被“借”走。情节之
离奇、性质之恶劣引发市民热议。

被骗!次 太傻太天真
人们都知道病急不可乱投医，找工作更应

如此。读者冯先生觉得小杨不仅“乱投医”，还
反复被人忽悠，真让人又好气又好笑。“想想
他已经 4"岁了，还是大专学历，就算涉世不
深，也不应该连续被骗，真的太天真了。”

市民杜小姐觉得，行骗者固然可恨，但小
杨被骗 <次也需要反思。一开始被忽悠交了
门岗证 => 卡 ?@@ 元和特殊行业上岗证 "@@

元，尚在情理之中。但接下来一次次上当，
如此循环往复才意识到自己被骗，实在有
点“太傻太天真”。虽然这是“个例”，但也提
醒正在求职路上摸索的人们，找工作时一
定要多长个心眼，该签的合同一定要签，该
索要的发票一定要索要，甚至该怀疑的一
定要怀疑。

昨晚，当事人小杨告诉记者，自己中专毕
业后在一家化工厂当操作工，因为是大企业，
生活工作中，接触的人都比较固定，关系都很
简单。“我是独生子，爸爸在世时，很多事情都
是他包办的。”失业后，他想尽快找到一份工
作，没想到这是个陷阱，就连做保安也遭遇不
合理的“潜规则”。

屡见不鲜 骗钱花样多
小杨的经历有点夸张，但择业被骗几千元

的例子屡见不鲜。
市民王小姐告诉记者，她身边不但有外

来务工人员择业被骗的，还有刚刚毕业的大
学生应聘上当的。“我曾经带过一名嘉兴的大
学生小宋，在单位实习期间，打算找份兼职，
网络简历刚刚发出去，就有单位主动打电话
给她。”小宋应聘当天，招工单位要求给她拍
一套个人写真存档，化妆拍照一个小时不到
就收了 4?@@元服务费。

每年春季都是各种黑心中介招聘骗钱的
高峰期，如果用人单位未签订用工合同就收取
高额的培训费、上岗费、押金等，千万要提防。

求职五看 收费应警惕
对此，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也希

望通过本报提醒，求职要“五看”：
" 看招聘单位!上海市职业介绍许可证"

和!工商营业执照"是否齐全#

" 看上述证照是否上墙 $复印件无效%&

!上海市职业介绍许可证" 必须是在有效期内

使用的原件#

" 看有无物价部门颁发的收费许可证&

是否将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明示#

" 看职介机构收取中介费是否开具税务

部门监制的发票#

" 看经营场所是否正规& 并非临时租借

的简陋场所'

总之，求职过程中签字、交费要慎重，要注
意主动向用人单位提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注
意保管相关书面凭证。 本报记者 陈浩

小时候，你吃过大白兔奶糖吗？作为老
字号糖果品牌A大白兔奶糖携手法国时尚品
牌推出限量珍藏版奶糖，身价暴涨将近 B@

倍。换上时尚外衣的传统品牌，你会买吗？大
白兔奶糖，麦丽素，大大泡泡糖……儿时的
味道，你还记得吗？“街谈巷议”走上街头，听
听市民朋友们怎么说。

市民意见不一
采访中，不少市民表示自己小时候吃过

大白兔奶糖，“小时候能吃的东西本来就少，
长大了吃的东西多了，大白兔奶糖吃的就不
多了。”
谈起时尚包装的大白兔奶糖，市民们意

见不一。有市民直言价格太贵，“大白兔之所
以受欢迎，是因为价格亲民。虽然国际大牌
身价高，但奶糖毕竟是奶糖，太贵并不适合
普通百姓。”

但也有市民认为，这是国产品牌的一种
独特尝试，“外包装是商品的附加值，国际大牌
卖得贵也很正常。”市民指出，“这样的外包装
好看，送客户，送女朋友也是不错的选择。”

回忆儿时味道
一位上海市民回忆称，“小时候，考试考

得好，妈妈会给我一粒大白兔奶糖当奖励。
吃下去，嘴里特别甜，心里也是喜滋滋的。”
还有一位市民表示，“小时候，每次吃好

大白兔奶糖，都会把他的糖纸收藏起来，时

不时还会拿出来看看。”

食品本身更重要
采访中，市民对于国产品牌联合国际大

牌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位市民说，“国产品牌谋求变化是值

得肯定的，毕竟如果仗着自己是老品牌，而
拒绝发展是会被逐渐淘汰的。”

他同时表示，国产品牌在注重“面子”的同
时，更应该关注自己的“里子”。“说到底，大白兔
还是奶糖，主要的重心还是食品本身。食品是
否安全，食品是否美味才是企业应该关注的。
市民更关心的是包装里的那颗奶糖。”

新民网记者 卞英豪 蔡黄浩

实习生 赵一凡

面对国际范儿的大白兔奶糖市民各抒己见

有“面子”更要有“里子”

小杨太天真，还是骗子太可恶
有关部门提醒$找工作要%五看&

街访

大家都来文明乘地铁

" 市民称国产品牌有(面子)更要有*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