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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

【议论纷纷】

微
话题

在规范发展中
保持代厨行业热度

□政青

织就反诈天网须在“联”字上下功夫
□孟祥华

莫让买卖分数的“生意”年底促销
□宝哲

观点
1+1

【下期话题】

女教师上网课遭网暴

近日，河南省新郑市三中历
史教师刘某某被发现死在家
中。她的病历上写着：猝死。视
频和图片显示，10月初至死亡
前，刘某某给学生上网课时多次
遭到网暴。对此，你怎么看？

清华妈妈语录

“妈妈为什么逼我学习？”
“是为了你将来点餐的时候，
可以不看价格。”“是为了你累
的时候，随时可以打车回家。”

“为了你在外出旅游的时候可
以住自己喜欢的酒店。”……
近日，电商平台销售的以摆件
或墙纸形式出现的“清华妈妈
语录”引发关注。

（11月16日澎湃新闻）

无须上纲上线
□卞广春

“清华妈妈语录”真能让
许多买家如获至宝，并对激励
孩子努力学习产生一定的作
用，那“清华妈妈语录”就必然
有其实际价值。但是，不少网
友不是站在买家的角度评价

“清华妈妈语录”，而是以一副
道德高人的姿态看“清华妈妈
语录”，对“清华妈妈语录”上
纲上线，将娱乐的话题严肃
化，大有草木皆兵的火药味，
就有些过分了。

诚然，教育是一件很严肃
的事，无论教育者还是受教育
者，都应当摆正学习的目的、心
态。家长购买“清华妈妈语
录”，是提醒、警示、鼓励孩子
认真学习。孩子的学习成绩
好了，可以减少升学的烦恼，
也能在未来应聘、工作、婚姻
生活中掌握主导权。有人担
心“清华妈妈语录”会把孩子
引向一种错误的道路，多少有
一些自以为是般的杞人忧天。

是在贩卖教育焦虑
□张立美

教育的真谛不只是读书
考大学赚钱，更重要的是学做
人，成为一个身心健康、对社
会有用的人。广大父母如果
迷信“清华妈妈语录”，将里面
所谓的教育理念视为家庭教
育圭臬，当成可以复制的“育
儿经”，照搬照抄，结果不仅培
养不出清华北大的学生，反而
可能会培养出身心缺失的孩
子，并不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
成才。

事实上，一个人考上清华
北大等名校，是多方面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不仅仅是父母
家庭教育的成功，还在于优质
的学校教育和孩子本人的智
商、刻苦等等。而且，清华学生
家庭的“育儿经”具有明显的
个性化，与其家庭实际情况相
适应，未必适合其他人。

在“双减”逐渐成为教育主
流的当下，教育等部门应当站
在严防名校父母输出“鸡娃”理
念的角度，及时清理“清华妈妈
语录”这类“教育毒鸡汤”，还社
会一个清净的教育环境。

低糖电饭煲引热议

宣称具有“降糖”“减糖”作
用的低糖电饭煲真的有用吗？
镇江市消费者协会近日体验调
查了4款低糖电饭煲。经实测，
低糖米饭和普通米饭进入人体
后，形成的血糖差异并不大，被
人体吸收后转化成了几乎同样
多的血糖。对此，你怎么看？

@何勇海“网课爆破”是
网络暴力的新变种，是一个文明
法治的社会坚决不能容忍的。部
分网民喜欢追求好玩、刺激，或
存在一定攻击性，“网课爆破”正
好满足了他们的需要，以恶作剧
式的入侵网课来宣泄情绪。

@针未尖 保 障 网 课 秩
序、惩处“网课入侵”，应明确监
管的主体责任，并通过严格执
法对入侵者严厉惩处，即便是
未成年人，也要该教育的就教
育，该惩处的就惩处，并将这类
案例广而告之，以儆效尤。

治理重灾区就要出重拳，
除了监管部门对直播带货消费
领域加强监管，平台和商家也要
加强自律，营造清朗的卖货风
气，否则长此以往，引“祸”上身
的很可能就是整个行业了。别
让一个个呈井喷式增长的“线上
橱窗”沦为无人问津的杂货铺。
对直播带假货不妨多些直播式
执法，既让不法商家无处遁形，
也对其他商家形成震慑。

——北京晚报：《对直播带
假货多些直播式执法》

至于说时代成就了马化
腾，其成功不可复制的说法自
然是有一定道理的。可还是那
句话，培养马化腾量级的校友
并非复制一个马化腾。纵使猪
都可以飞起来的风口已经过
去，但谁又能预言下一个风口
不会到来？复杂的社会变动下
机遇总在那里，所谓人才，不就
应该独具慧眼，抓住他人所不
能的机遇来促进社会进步吗？

——红网：《“马化腾量级”并
非功利，而是培养人才的追求》

只需要支付人工费，
想吃什么都有人上门给你
做，让干饭更简单。上门
代厨——又一新网红职业
在通城悄然兴起。

（11月16日本报3版）

新技术、新平台、新业态
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一大
批新职业的出现。上门代
厨虽是“互联网+”的产物，
但其实并非新鲜事物，早在
2014年，北上广等城市就已
经有了。不过因为平台收
取佣金过高、服务质量参差
不齐、安全卫生缺乏保障等
问题，市场规模发展迟缓。

就目前而言，“上门代
厨”属于家政服务业的一个

分支。在传统家政行业，家
政服务员须持岗前培训证
书上岗，家政企业也会购买
保险，一旦出现问题或造成
损失，可由保险公司理赔。
而代厨这种个人接单的上门
服务，跟雇主一般是你情我
愿的交易关系，一旦出现问
题或造成损失，雇主维权比
较困难，可能要自担风险。

因此，若想让“上门代
厨”这个新兴行业持续保有
热度，行业规范是首要问
题，这既是保障业态健康有
序发展的需要，也是维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的需要。相
关部门要出台相关细则，明
确“上门代厨”相关平台及
从 业 者 的 市 场 准 入 条 件

等。其次，制定“上门代厨”
行业规范。实行岗前培训、
持证上岗，规范服务标准、
收费标准，明确监管责任、
监管机制等，让“上门代厨”
实现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而不是处于“监管留白”的
尴尬中。此外，既要对可能
出现的安全风险进行有效
预防，又要在出现问题纠纷
后启动干预措施。

总而言之，只有在规范
中发展，“上门代厨”的步子
才能迈得更加稳健，也才能
真正为大众所接受。

“警惕虚假投资理财、
冒充公检法……”15日，钟
秀街道百花村社区工作人
员在社区反诈活动中向居
民宣传道。近年来，钟秀街
道发挥阵地优势，设立“反
诈联盟”，辐射带动身边的
居民共筑反诈安全墙。

（11月17日本报4版）

“反诈联盟”，是近年来
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出现的新
事物。它通过牵头多条线多
部门实施联动，让反诈宣传
由单打独斗的“独角戏”变成
凝心聚力的“大合唱”——通
过联动劝阻，把许多居民尤
其是老年朋友从被骗边缘拉
回来。可以说，用“成绩突
出”来形容它的工作成效，一
点儿也不为过。

然而，如果从更高标准
来看，各地“反诈联盟”的工

作水平参差不齐，在不少方
面仍有待提高。尤其是在
个别地方，“反诈联盟”成立
之初热热闹闹，过一段时间
却 成 了 可 有 可 无 的 花 架
子。此现象令人痛心，也引
人深思。

笔者以为，“反诈联盟”
要达到织就反诈天网的目
的，须在“联”字上下功夫。
首先，要多联动。既然是联
盟，各成员单位要依托“反
诈联盟”这个载体，在守土
尽责的同时通力合作，共同
打造可推广可复制的反诈
防骗样本。其次，要多联
系。“反诈”，其要点在一个

“防”字。这就要求有关部
门加大与百姓的联系，通过
进村（社区）入户无死角的
宣传，让广大居民真正了解
电信网络诈骗的特点以及
应对之策。第三，要多关

联。目前，反诈宣传在线下
红红火火，但传播形式和内
容往往滞后于现实。在人
手一部手机的今天，本该是
主阵地的线上却是宣传效
果大打折扣。对此，唯有将
线下线上关联打通，让反诈
宣传与新媒体“共舞”，才可
能取得更好效果。

在收集相关资料时，有
两条反诈新闻给笔者留下
深刻印象：一群普通居民通
过“云直播”自编自导反诈
话剧，引来如潮好评，影响
了当地许多老年市民；某地
通过精选贴合度高的“网
红”做反诈宣传大使，成功
吸引年轻人的关注。上述
做法不一定具有普适性，但
也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只要
用心，总会有创新之路可
走。这一点，对反诈宣传来
说也是通用的。

记者昨天从南通市公
安局获悉，南通警方将重点
整治各类公安交管业务窗
口及周边的公开承揽有偿
代办、追逐拦截群众及车
辆，以“选吉祥号”“车检包
过”“考试包过”等名义虚假
宣传、编造谎言欺骗群众，
内外勾结违规办理车辆登
记、车辆检验、驾驶人考试
及“买分卖分”等四类非法
中介问题。

（11月17日本报3版）

“买卖驾照分数”带来的

社会危害不小。一方面，这
是不折不扣的违法行为，扰
乱了社会秩序、法律秩序。
另一方面，让“扣分处罚”失
去了本来的意义。

从买卖驾照分案件现象
来看，不少人对买卖驾照分
数的违法行为认知不足——
认为不算是什么大事，也算
不上是违法。实际上，这种
认知是严重错误的。买卖驾
照分数既损害了法律权威，
又使真正的违法行为人逃脱
了应有处罚，从而为交通安
全埋下重大隐患。

尤其是要到年底的时
候，“买卖驾照分数”现象更
为突出。一些平时规规矩矩
行驶的驾驶员认为“反正自
己的分数也没有用处了”，就
参与到了灰色链条里，成为
助纣为虐者。治理买卖驾照
分数违法现象，需要执法部
门多些较真的精神，要用法
律的严厉和执法的到位倒逼
违法“生意”收摊。

莫让买卖分数的“生意”
年底促销！“买分的”和“卖分
的”是一个绳子上的蚂蚱，查
处的时候一个都别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