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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三个月试用期刚过，公司
便以其不能胜任工作为由，解除了劳
动合同。公司出具的离职证明上写
了一句“工作能力不符合岗位要求，
予以辞退”。这种带有负面评价的离
职证明在司法实务中一般称为“不清
洁”离职证明，其不仅存在侵犯劳动
者平等就业权利的风险，还可能涉及
名誉权侵权纠纷，引发争议。

5月9日《工人日报》

离职证明是一份记录员工离职
事实的文书，虽然没有法律上的意
义，但是对于劳动者而言，它是继续
求职、再次求职的一块敲门砖。因
此，离职证明必须要实现当客观、真
实地反映员工的离职情况。然而，一
些公司在开具离职证明的时候，往往
容易夹带私人情绪、主观意见，甚至
是不实之词，让这份证明变得“不清
洁”。这不仅对劳动者的名誉造成伤
害，更严重的是，它会成为阻碍劳动
者未来就业的障碍。哪家公司想要
一个“有职业污点的人”？《工人日报》
报道的这起典型案例就属于这种情

况。因一份离职证明，双方当事人在
劳动争议纠纷中“拉锯”两年。

在生活中，“不清洁离职证明”的
现象并不鲜见。有些公司可能因为与
员工发生矛盾，或者是出于节省成本
的目的，故意在离职证明上留下不利
于员工的评论。这种做法不仅不道
德，而且可能导致法律风险。一旦劳
动者因此受到损害，他们完全有权利
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者享有平
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劳动者的这些权
利。出具离职证明应当坚持客观、公
正原则，不能含有损害劳动者权益的
内容。

离职证明不可胡言乱语，不可故
意泼脏水。用人单位与职工之间需
要“和平分手”而不是“落下仇恨”。
如果职工的离职确实存在错误，那也
有法律负责惩罚，不可“意气用事”。
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障职场的
公平竞争，所有人都责无旁贷。

别用“不清洁证明”堵死“别人求
职路”！

不叶不快

别用“不清洁证明”
堵死“别人求职路”
郭元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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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店“拒绝预制菜”
专业化规范化方能赢得信任与认同
杨朝清

法院直播执行退还彩礼具有多重意义
史洪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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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上午，湖南省高级法院官
方账号开启了关于“退还彩礼”的直播，
执法人员坐车上门执行退还事项。此
次直播引来许多网友围观，数据显示，
直播一度达到274万的热度。

5月9日红星新闻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短视频和直播
的青睐，一些热点事件通过直播可以快
速获得流量和关注。而人民法院将强制
执行退还彩礼的司法活动搬上直播平
台，让众多网友可以亲眼“围观”，提升了
司法的公开度和透明度。同时，也向公
众普及了不履行生效裁判就是违法的常
识，并从司法层面否定了“天价”彩礼的
正当性，让彩礼回归爱情和礼仪。

众所周知，彩礼作为我国婚嫁领域
的传统风俗，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
础，是人们缔结婚姻组建家庭的重要仪
式之一，蕴含着对婚姻的期盼与祝福。
但一些地方攀比成风、炫富上瘾，甚至
借婚姻敛财，导致“天价”彩礼、畸形彩
礼等事件频频出现。不仅让彩礼失去
了原本意义，更让很多家庭因此产生裂
痕，两家人甚至反目成仇，因此酿成恶
性事件的也并非没有。

故相关部门一直在推动移风易
俗，反对高价彩礼，禁止借婚姻名义索
取财物。如之前的婚姻法和当前的民
法典均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且

2024年1月，最高法院专门发布了《关
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规定》，对应当退还彩礼的情
形，以及退还彩礼数额所应参照的共
同生活时间长短、彩礼使用情况和嫁
妆情况、有无孕育子女、双方过错等因
素进行了明确。

也就是说，反对“天价”彩礼已经不
仅仅是法律层面的倡导和要求，而是上
升到司法实践层面的具体操作。即女
方索要高额彩礼的，在双方离婚或分手
后，男方在一定情形下可以主张返还相
应比例的彩礼。法院通过直播方式执
行退还彩礼，通过网友更容易接受的短
视频方式普及了“天价彩礼不可取”的
理念，有助于让更多人理性看待彩礼问
题。此外，这一引起全网围观的直播，
还能让更多人感受到生效裁判具有的
权威性，不履行裁判内容将面临着严重
后果。

法律虽然是严肃的，法庭虽然是庄
严的，但法律又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规
则。在网络时代下，法官放下正襟危坐
的架子，以平易近人方式通过网络直播
让公众看见执行退还彩礼这一司法活
动，符合网络时代的传播思路和行为风
格。且最大限度地传播了生效裁判必
须得到执行的规则，和“天价”彩礼不受
法律保护的理念，有着不可忽视的多重
意义和价值，值得其他司法机关借鉴。

在餐厅落座后出手机扫码点餐，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动作；车辆驶出
停车场前扫码交费，给有车一族带来了便利……如今，自助扫码交费成为很
多消费场景的标配。不过，强制关注公众号、过度索取个人信息等问题也令
消费者感到困扰。

5月7日《中国消费者报》

“本店不用预制菜，现炒现做。”近
期，宁波一些餐饮店纷纷亮出“拒绝预
制菜”的告示；叮咚买菜、盒马等电商平
台也纷纷将首页的“预制菜”频道，悄然
更名为“快手菜”频道。

5月8日《宁波晚报》

虽然预制菜更加低成本、高效率，
但一些“拒绝预制菜”的餐厅，依然受到
食客的追捧。究其原因，部分预制菜鱼
目混珠、以次充好，让预制菜陷入了信
任危机，加剧了公众的食品安全焦虑。
愿意多支付一些成本、愿意多等待一些
时间，就成了一些消费者首选。

预制菜产业作为一个“市场富矿”，
前景可观。然而，预制菜“飞入寻常百
姓家”的一个前提，就是守好食品安全
的底线，让消费者吃得放心、吃得安
心。在预制菜尚未得到足够信任和认
同的格局下，一些消费者青睐“现炒现
做”，既有“习惯成自然”的因素，也是某
种意义上的“用脚投票”——对于预制
菜从业者而言，如何赢得消费者的信任
和认同，是当下最现实的考题。

预制菜标准化、流程化，更适合储
存和运输；可是，行业标准的缺失以及
假冒伪劣仿制、无标识信息、原材料无
法溯源等乱象，导致预制菜行业泥沙俱

下、良莠不齐。今年3月，市场监管总
局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预制菜
食品安全监管 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通知》，首次明确了预制菜的定义和范
围，并对强化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推
进预制菜标准体系建设等方面提出明
确要求。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一方
面，预制菜行业要提高专业化、规范化
水平，并通过产业创新升级迭代以更好
地满足消费者需求；另一方面，那些以

“现炒现做”为卖点的商家也要保持“真
我的风采”，以满足消费者对口感、味道
和品质的追求。预制菜和现炒现做只
有各行其道、各美其美，方能各得其所。

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
化的今天，消费者并非一个同质性的整
体，而是具有鲜明的差异性。消费者选
择预制菜也好，青睐“现炒现做”也罢，
都是个人的选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

“意义之网”，食物背后也隐伏着消费者
不同的经济状况、消费文化、生活格调。

预制菜有预制菜的优势，现炒现做
也有现炒现做的好处，二者并非此消彼
长的零和博弈关系，而是融合发展、共享
成果的关系。工业化和个性化并存，效
率和烟火气兼容，预制菜和现做现炒和
谐共生，这将是未来中式餐饮的底色。

漫画 严勇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