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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天元区某幼儿园使用过期食品原料

2023 年 2 月 21 日 ，天 元 区 市 场 监 管 局 对 辖 区

内某幼儿园进行专项检查时，在食堂操作间发现

已 拆 封 使 用 的 孜 然 粉“ 家 佳 多 ”1 包 、未 开 封 使 用

的 蒸 肉 米 粉“ 优 香 岛 ”2 包 ，均 已 超 过 保 质 期 ，且

上述两种食品原料未依法建立食品、食品添加剂

和食品相关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未保留相关

凭证。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第二款以及

《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第三十三条第

一款的规定，被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并处

以罚款 50000元。

【案例二】芦淞区某养老服务机构采购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

2023年3月9日，芦淞区市场监管局委托湖南鼎誉

检验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对辖区内某养老机构采购的“小

青椒”食品原料进行抽样检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当事

人采购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且未履行法定

进货查验义务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

芦淞区市场监管局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

给予警告，处以罚款 8000元。

【案例三】醴陵市某幼儿园使用过期食品原料

2023 年 9 月 19 日，醴陵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

对辖区内某幼儿园进行日常监督检查时，在食堂厨

房内发现 2 包已拆封使用的挂面，已超过保质期 47

天，同时在当事人食品储存室内发现存放有 6 包与上

述相同生产批次的挂面。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

定，被责令改正违法行为，被没收超过保质期的 8 包

挂面并罚款 10000元。

【案例四】荷塘区某养老服务机构未按规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2023 年 9 月 27 日，荷塘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

对辖区内某养老机构进行日常监督检查时，发现当

事人未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要求，未结合实际制

定风险管控清单，未建立健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

度工作机制，未对从业人员进行食品安全培训。当

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第 60 号

令《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第

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七条第

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被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和给予

警告。

我市查办一批食品安全违法案件

某幼儿园用过期挂面
某养老院出现劣质蔬菜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易蓉 通讯员/颜佩

学校、医院、养老院等都是我市集中用餐单位，尤其“一老一小”的舌尖上的

安全最让人牵挂。12 月 20 日，市市场监管部门根据查办的一批食品安全违法案

件，发布 2023年集中用餐单位食品安全问题专项治理行动典型案例。

63%！独居老人大面积烧伤
高额医疗费令家属犯愁，恳求爱心人士的帮助

凌
老
汉
下
半
身
烧
伤
严
重

受
访
者/

供
图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廖智勇） “我家失

火，父亲大面积烧伤，没钱治疗，请帮帮我们。”12 月 20

日上午，市民凌先生致电晚报热线 28829110求助。

救父心切，向社会求助

凌先生在长沙工作，父亲凌老汉独自住在老家石

峰区云田镇。18 日晚上 8 时许，他接到老家亲友电话，

得知家中失火，父亲大面积烧伤，已被送至市中心医

院。经抢救，凌老汉虽暂时脱离生命危险，可后续治疗

费用高昂，让凌先生犯了难。

“家里所有东西都烧个精光，连墙面都烧裂了。”凌

先生说，大火过后，老家的自建房几乎已成危房，没办

法住人，也卖不掉。凌老汉烧伤面积达 63%，整个腰部

以下皮肤像烧焦的树皮，需经过多次手术才能全部剥

离受损皮肤，后续治疗费用保守估计要 50万元。

“这两天，找亲戚朋友借了个遍，小孩明年的学费

都拿出来救急，也只凑够几万元。”凌先生说，父亲在医

院治疗已面临欠费，自己短时间实在筹集不到足够的

手术费用，只能寄希望于社会爱心人士，捐助善款或提

供借贷，帮他们一家渡过难关。

如果读者朋友愿意帮助凌先生，请拨打晚报热线

28829110。

关注特殊群体，早排查早发现安全隐患

凌先生介绍，火灾原因是他父亲烤火的时候，电烤

炉短路发生起火。当时凌老汉穿着棉衣棉裤，腿上还

盖着薄棉被，明火点燃了他身上衣物和棉被，又引燃了

布沙发，火势蔓延很快，老人行动迟缓，来不及脱下身

上衣物。

“天气寒冷，周边邻居都关门闭户，没有听见父亲

的求救声。”凌先生说，直到火势蔓延开，冒出浓烟才引

起邻居注意。

大火无情，防范为先。每年入冬，《株洲日报》《株

洲晚报》都发布用火、用电以及防一氧化碳中毒安全提

醒，可每年仍有类似不幸事件发生。

如今，农村地区独居老人、留守儿童较多，安全意

识普遍较薄弱，希望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关注老家父母、

孩子的冬季用火、用电、烧煤等安全问题，多督促提醒，

及时指出隐患。

也呼吁村镇干部、党员开展冬季安全“敲门行动”，

逐户上门为独居老人、留守儿童、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

排查安全隐患，避免悲剧发生。

“我现在有机会救人，不
想让悲剧重演”

26岁小伙唐逸辉
捐献“生命种子”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琼 通讯
员/陈君） “我很开心能够帮助他人，让一个家

庭得以团圆。”12月 20日，来自永州的 26岁小伙

子唐逸辉在市中心医院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成为我市第46例非亲缘性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唐逸辉是一名退役军人，目前就职于德力

通电梯有限公司，担任工程部安装队长。还在

部队服役时，他便多次参加无偿献血。2017

年，在一次献血时，唐逸辉了解到捐献造血干

细胞可以让血液病患者重拾生命的希望，他就

马上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

今年 9 月，在工地忙碌的唐逸辉接到了市

红十字会的电话。得知自己与外省一名白血

病患儿初配相合，他没有一丝犹豫，当即答应

捐献。

“我现在有机会救人，不想让悲剧重演。”

唐逸辉说。

原来，2021 年，唐逸辉的舅舅身患白血病，

因为化疗感染，还没来得及进行骨髓匹配就不

幸离世。在医院里，他目睹了舅舅被疾病折磨

的样子，心痛万分。正是从那时起，他开始关注

白血病，期盼着自己的造血干细胞血样能够和

某一位血液病患者匹配，帮助他人挽回生命。

为了实现救人的心愿，他努力克服工作困

难，辗转工地和医院，积极配合做好捐献前的

各项准备工作。令人欣慰的是，经过 5 个多小

时的采集，他成功捐献 206毫升的造血干细胞。

捐献结束后，唐逸辉也向远方的小患者送

去祝福:“在茫茫人海中，我们配对成功，这是一

种缘分，也是一种福气。希望你能够战胜病

魔、健康成长，将爱心延续，长大成为一个对社

会有用的人。”

据悉，今年，我市已成功实现 19 例非亲缘

性造血干细胞捐献，创历史新高。

美达影城（12月21日）

（开奖日期：2023年12月20日）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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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淞区钟鼓岭七星潮流购物公园五楼
（株洲书城对面） 订票热线：28106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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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频繁跳槽，是“精挑”还是“盲选”？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干不了几个月就辞职、一年换多份工作、工作不顺
说走就走……近日，一篇《那些不停换工作的年轻人，职
业竞争力提升了吗？会后悔吗？》的文章，讲述了几位年
轻人频繁跳槽的故事，引人热议。株洲不少年轻人表
示，找工作就是要找自己感兴趣的工作，而不是一味地
妥协，如果不如意，就会毫不犹豫地离开。

记者发现，在频繁更换工作中，有的年轻人通过不断摸
索与调整，锚定了自己的职业道路；有的则盲目地换着、“漂”
着，未积攒下经验与实力。有专家认为，灵活就业等新就业形
态也使青年就业观发生改变，他们期待通过换工作得到更多
收入和自由，也更追求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我是 97 年的，毕业 4 年，换了 11

份工作，最长的一年一个月，最短的 6

天。”王凯（化名）是荷塘区居民，去年

从 广 州 回 到 株 洲 ，现 在 找 了 份 月 薪

4000 多元的工作。按照他的话来说：

会苦恼，可日子混着也就过了。

记者听王凯说起这几年换工作的经

历，语言中透露着失望，让人心里发酸。

王凯身边还有个朋友，每个岗位

做了不到半年，不是挑剔公司环境不

好同事难相处，就是认为老板没远见

还压榨员工，没多久就想着跳槽。然

而，去到公司，又发现新的“槽点”，继

续跳。“青春就在无效又无望的劳作中

慢慢消耗殆尽。”

当然，也有跳槽做出一番事业的人。

莉莉本硕都是美术专业，27 岁的

她，毕业两年换了 4 份工作，大多是基

层岗位，每次换工作薪资是能涨一部

分。去年，她和大学同学辞职后，专职

做自媒体，利用最新软件系统，输出一

些有价值的内容和观点，如今，2 人工

作室变成了 12 人的公司。“要继续学

习，如果你的产出没有价值，没有闪光

点，不可能被关注。”

在莉莉看来，没有进阶的跳槽，到

最后，只有一个结果：越跳越迷茫，越

跳越不如从前，最后陷入泥潭。

那些经常跳槽的人，都怎么样了

00 后的李甜表示，首份工作平台

不理想，所以上个月辞职了，具体理由

是：工资不高、职业前景受限。“毕竟我

刚毕业，还有时间和精力去追求一份

自己热爱的工作。”李甜表示，虽然自

己也不知道将来要从事什么具体工

作，但希望能有一个大一点的平台。

春节过后，李甜打算去外地看看，

当前，她仍在各个招聘会赶场，准备寻

找一份理想的工作。

李傲（化名）是株洲某服装公司的

HR，她直言很多年轻人在一个单位做

不满 3 年就跳槽，原因各种各样，有的

是因为公司经营状况不好，有的是找

到了真正兴趣所在，“最常见的原因是

关于薪资福利待遇、工作内容和职业

发展瓶颈的”。

有调查显示，90%的受访职场人

士 感 觉 周 围 入 职 不 满 3 年 就 跳 槽 的

职 场 新 人 多 ，其 中 26% 的 受 访 职 场

人 士 直 言 非 常 多 。 进 一 步 分 析 发

现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中 员 工 稳 定 性 最

高，入职 3 年内跳槽的人最少，然后

是国有企业。

年轻人跳槽的原因有哪些？薪酬

待 遇 低 被 认 为 是 最 主 要 的 原 因

（65.4%），其他原因还有：对岗位没兴

趣（57.1%），升职无望（48.1%），工作压

力大（47.7%）等。

《那些不停换工作的年轻人，职

业竞争力提升了吗？会后悔吗？》文

章中，记者也发现，里面的年轻人选

择更换工作的原因有很多，得不到正

向反馈、被职场 PUA（大意为情感控

制）、不值得长期干、想要离热爱更近

一点……

“薪酬待遇低”被认为是跳槽主要原因

90 后的杉杉是株洲某国有银行职

员，入职还不满 2 年，和他一同入职的

同 事 中 ，有 人 最 近 正 在 办 理 离 职 手

续。“很多人看重的更多还是表面的东

西，比如薪资福利。这些是应该关注，

但我认为更该关注的是自己的成长，

能接触到的资源，这些才影响今后的

职业发展”。

李傲认为，即使你要更换赛道，也

必须让自己先具备一定的能力。或者

说，如果你能在现有工作基础上充分

实现可能的自我增值，那么你的转换

就会更加游刃有余，目标也会更加明

确。

对当下的工作就是爱不起来，该

怎么办？

“唯一让人有工作满足感的方法

就是从事你认为伟大的工作，而通向

伟大工作的唯一方法就是爱上所从事

的工作。”乔布斯的这句话，是株洲女

孩刘恋最喜欢的。三十而立的她，已

成为一家广告公司副总。刘恋表示，

工作自我满足感，不单是良好的物质

层面条件，挑战性、认同感、责任感、成

长的空间等，这些跟内心相关的因素

也很重要。

刘恋认为，自我增值的方式有很

多，比如你可以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

平台，去开拓自己的增量成长，甚至你

可以围绕自己的一个兴趣点深耕细

作，发展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最后将

之转换成自己赖以生存的职场技能。

低质量的跳槽，不如高质量的自我增值

如果一个职场人没有清晰的职业

规划，在工作中容易感到找不到目标

和动力，在关键节点上更可能做出盲

目的举动，比如辞职。市民谭先生说，

如今很多年轻人都没有家庭方面的负

担和压力，做事就没那么上心，甚至敷

衍，对机会没那么珍惜。

“在这个时代，真正厉害的人，从

不靠跳槽来找安全感。”李傲表示，如

果不从自身找问题、找解决方法，一味

切换就业赛道，只能浪费自己的大好

年华。要知道，职场上每家公司虽有

所不同，但差距不大，企业招聘的本质

就是让员工创造更大的价值，管理模

式、工作方式等大同小异。

面对年轻人频繁换工作现象，首都

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中

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研究员毛

宇飞分析，这与经济环境、企业的文化

和价值观、薪资福利待遇与个人预期不

匹配，工作内容缺乏挑战性，个人能力

难以提升等因素有关，灵活就业等新就

业形态也使青年就业观发生改变，他们

期待通过换工作得到更多收入和自由。

打铁还需自身硬，对于初入职场

的年轻人来说，如果承压能力太弱，没

有明确的规划，无论换多少份工作，只

能是原地踏步，没有任何进步。

真正厉害的人，从不靠跳槽找安全感

90后刘晓：不是不能吃苦，关键是没钱

还让人吃苦？3 年没涨工资，工资低，不跳

等着公司大发慈悲？

读者“西西”：我去年刚毕业在浙江每

月工资 7000 元，也辞职了，主要受不了周

围的人不合适，工作不开心，走只是早晚

的问题。

市民小林：我第一份工作干了 2 年，走

是因为需要换个平台，换个新的起点再更

上一层楼。

李傲：用人单位也应当看到自身存在

的一些问题，反思为什么会“留不住人才”。

声音 记者的话
年轻人追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更优越的薪资待遇、更

舒适的工作氛围，这本没有错，重要的是有目标、不盲目，
理清自己对于工作的价值判断，明白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
么，找到适合自己的赛道，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

当前不少青年把职业体验当作人生体验的组成部分。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