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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谐音“我爱你”，许多人在这一天表达
爱与祝福。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无限极（中
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限极”）在广州无限
极中心启动了“520无限极社会责任日”活动，以

“履行社会责任 共创和谐环境”为主题，呼吁将
个人的小爱，延展为社会的大爱，让更多人了解
和关注社会责任。

连线生产基地 见证品质责任

2017年，无限极作为十家发起机构之一，与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企业公民委员会、商道纵
横、蚂蚁金服、伊利集团、拜耳中国、一汽集团、
欧莱雅中国、安踏集团和王老吉等共同成立

“520社会责任日”倡议委员会。
今年，无限极举办“520无限极社会责任日”

活动，发布第12本《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了
无限极在“健康”“品质”“员工”“伙伴”“环境”和

“社区”六大领域的责任实践，以真诚透明的态
度，回应来自消费者和公众的关切与期望。

活动当天，无限极新会和营口生产基地同
步举办了消费者体验活动，邀请广大消费者参
观透明工厂，见证生产流程上的“品质”责任。

参观新会的消费者表示，通过扫二维码就能追
溯原料产地，还能了解种植生产的每个环节，非
常方便，让消费者放心。参观营口的消费者表
示，通过参观产品检测环节，了解到无限极对待
每一瓶口服液的认真与严格，看到无限极对产
品质量的严格把关。

多方共话“520” 集体宣言践行责任

在活动现场，多位嘉宾表达了他们对“520
无限极社会日”的期许。活动最后，思利及人公
益基金会副主席、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高级
副总裁黄健龙携手思利及人公益基金会理事，
以及无限极经销商代表刘莉一起朗读了《“520
无限极社会责任日”宣言》，郑重承诺：

“积极响应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打造
以‘健康人生’为道位的公益品牌，在‘健康’

‘品质’‘员工’‘伙伴’‘环境’和‘社区’六大领
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推动行业和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

未来，无限极将把“520”打造成每年一度的
“无限极社会责任日”，以多种形式，举办责任主
题活动，提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氛围。

共创和谐环境
“520无限极社会责任日”启动

合租房洗护用品很快用完，放在公司的笔转身就没了……

你的东西 被“顺手”过吗？

天府早报记者日前接
到一位成都网友的报料
称，她与另一位同龄租客
合租近一年时间以来，自
己购买的厨具被共用不
说，厨房冰箱里的鸡蛋牛
奶总会不间断地消失掉
一些，卫生间理的个别洗
护用品也会莫名其妙地
很快用完。“我不太介意
把我的个人物品与她分
享，但最起码应该打一声
招呼吧！这算不算‘偷’
啊？”对此，天府早报记者
随访发现，有过类似经历
的人还不在少数。多数
人表示，对遇到类似的情
况感到郁闷和无奈外，在
不影响彼此关系的情况
下却并没有更好的应对
办法。

■天府早报记者朱佳慧

网友吐网友吐槽槽

鸡蛋牛奶会不间断地消失
洗护用品也被“顺手”

成都网友刘琳告诉天府早报
记者，由于去年自己工作的公司换
了新的办公地点，她不得不在万年
场附近租房子住。她几经周折，最
终在该区域附近找到了一套户型
格局比较满意的小套二合租房。
没过多久，合租房内又住进一位90
后女生。

因为自己先搬进去，所以厨房
里的厨具全部是刘琳个人购置
的。随后搬进来的女生是做销售
的，晚上回来得较晚因此不怎么爱
做饭，偶尔也会做但都是顺手用刘
琳的厨具。“她每次用了还是会洗得

干干净净地再摆放回原位，所以我
觉得也没什么，最主要是厨房本来
也很小，要求人家再买一套确实也
放不下。”由于合租屋内两人年龄差
不多也都是单身，合租屋内关系倒
还简单，小半年里刘琳的合租生活
也倒舒适自在。

一起合租的时间久了，刘琳渐
渐感觉到一起租住的女生变得越
来越不自觉。“那女生上班的公司
现在业务好像不太景气，因此平时
下班很早，周末基本上也呆在家
里，做饭的次数也变多了。”刘琳
说，“用我的厨具就不说了，我买的
桶装食用油也消耗得很快，箱里的
鸡蛋牛奶总会不间断地消失掉一
些，这明显也被她‘偷用’了。”

刘琳为此还特意留心了起
来。她还发现，放在洗手间的洗衣
液、沐浴露、洗面奶等一些日常洗
护用品也会被“顺手”使用，一瓶
300多元的洁面乳一个多月就用完
了。“只要给我打了招呼，我不介意
偶尔用我的东西。她明明自己有
干嘛还要用我的呢？这算不算‘偷
’啊？”刘琳还说，“我还‘忍痛’花
1000多元买过一支小棕瓶面部精
华露，一直都省着使用，可莫名其
妙地不见了，我一直都认为是我不
小心掉在外面了，万一是她顺走的
那才可怕。”

记者记者随访随访

企业职员
网购24支中性笔

过了大半年时间只剩下4支

针对个人物品被他人“顺手”，
天府早报记者随访了几人均表示
有过类似的经历。成都一企业职员
催佳在接受采访时感慨地说，“确实
感同身受！就算在办公室里也少不
了类似的经历。直接放在办公桌上
的手机、钱包往往丢不了，但放在桌
子上或笔筒里的笔，可能只需一个
转身便会不翼而飞。”

“恐怕多数人都和我一样，在
办公室里最爱掉的东西就是笔
了。”崔佳告诉记者，“我去年底直
接在网上买了两盒中性笔，一共24
支，到现在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
就只剩4支了。有的可能真是自己
到处拿掉了，但我觉得更多的是被
同事借用后就没有再还回来，或者
直接被“顺手”拿去了。”除此之外，
崔佳还表示放在办公室里的洗手
液、护手霜、驱蚊水等个人物品被
同事“顺手”使用也是常有的事。

崔佳无奈说，对于贵重物品，同
事之间都有私人财产的概念。但在
一些小物件上，大家似乎却没有了
这样的意识。为了不给和谐融洽的
办公环境带来不必要的摩擦，崔佳
也很少去追究，“可能就是因为同事
关系比较熟悉，所以大家才会那么
随意吧。如果你太认真，可能还被
嘲笑‘小题大做’或‘小家子气’。”

在校学生
制定“宿舍公约”

被“顺手”现象明显好转

成都一大三学生丁文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也认为，在未获得容许
之前，不随便动用他人的私人物
品，这是最基本的道理。

丁文告诉记者，她们的四人寝

室刚开始入住时就常常为类似事

件吵闹。“我们寝室有个室友常常
在未得到别人同意的情况下，使用
其他室友的物品。她可能觉得同
住一个寝室关系友好密切，所以拖
鞋、面盆、香皂、洗面奶等常常怎么
方便怎么使用。”丁文继续说，“我
们寝室的另一位室友又是一位从
不允许别人使用她东西的人，经常
抱怨洗发水、洗面奶总莫名其妙地
减少，两人因此没少冷战相待。我
们同住一寝室，只能相互劝和，‘一
点小事犯不着伤了和气’。”

丁文还说，在寝室室长的带头
下，大家制定了一份宿舍公约，“宿
舍公约一共13条，其中‘未经允许
不要乱拿他人的东西’和‘未经本
人同意不随便使用他人物品’都写
进去了。”丁文告诉记者，“这份宿
舍公约竟慢慢地起到了关系催化
作用，室友间‘顺手’使用个人物品
的现象明显好转，大家好像更懂得
相互尊重和分享，寝室关系也渐渐
和睦了。”

律师律师说法说法

生活用品被私自“偷用”
更多属于道德约束范畴

关系好就可以随便“顺手”使
用别人的东西？针对合租屋中的
租客、办公室里的同事、学校寝室
内的同学之间的生活用品被他人
私自“偷用”的现象，泰和泰律师事
务所周冬平律师认为，一般而言，
这些行为还达不到盗窃犯罪或者
治安处罚的程度，更多属于道德约
束的范畴。

周冬平表示，根据《刑法》规
定，所谓盗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采取秘密手段窃取公私财物的
行为。如果租客、同事或室友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
的，其行为在性质上属于盗窃。但
是否构成犯罪，还需要看盗窃的数
额有没有达到当地所规定的盗窃数
额较大标准，未达到立案标准的一
般不构成盗窃罪。构成盗窃罪的，
应由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依法追究
盗窃者的刑事责任。不构成盗窃罪
的，也应由公安机关根据《治安管理
处罚法》的规定，视具体情况而定，
确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

失窃物品价值较高时
建议报警处理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
条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
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
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
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
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1000元以下罚款。

周冬平律师还指出，因通常室
友偷用他人生活用品，如洗发露、脸
霜等，其价值难以评估、认定，即便
认定下来也很难达到立案标准，并
且是被何人、何时所偷用，也常常缺
乏证据予以证明，因此构成犯罪或
者治安违法的可能性较小。但如果
失窃物品是如平板电脑、手包、手链
等价值较高、金额较大的物品时，则
建议考虑报警处理。如果被他人偷
用事件常常发生，而又未造成严重
财产损失的，建议与室友等进行明
确的交流沟通，同时自行做好相关
物品的收拾、放置，妥善处理各方关
系，避免由此引发进一步冲突。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