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遇到这种寒冷天气，学生们却不得不在要校服还是要保暖之间做出选择。一些学校的管理
者教条主义严重，不管天气多么寒冷，仍旧强制要求学生穿校服上学，结果很多学生在学校里
冻得瑟瑟发抖，有的还因此感冒发烧。这样的规定，引发了家长和网友们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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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寒潮横扫我国，北方多地最
低温打破历史同期纪录，中东部、南部
出现大范围雨雪冰冻。有些原本冬天
不需要穿厚外套，薄校服内套毛衣即
可御寒的地区，也不得不穿上羽绒服。

“校服必须外穿学生肿成轮胎人”“穿
上校服变法式小面包”等也成了热议
话题。

这一轮寒潮来势汹汹，横扫我国大
部分地区。很多学生因此陷入了一个困
境。

由于很多学校规定学生在学校必
须穿校服，但不管是春夏季校服，还是
秋冬季校服，都往往无法套得下厚厚的
棉衣、羽绒服，这时候学生要么穿得十
分臃肿，导致行动不便，要么就只能少

穿点衣服挨冻。
如果是在平时，学校要学生穿校服

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遇到这种寒冷天
气，学生们却不得不在要校服还是要保
暖之间做出选择。

一些学校的管理者，教条主义严
重，不管天气多么寒冷，仍旧强制要求
学生穿校服上学，结果很多学生在学
校里冻得瑟瑟发抖，有的还因此感冒
发烧。这样的规定，引发了家长和网友
们的不满。

穿不穿校服是学校的规定，但是规
定也要讲究人性化，要坚持以人为本。尤
其是在全国各地教育局纷纷表态，寒冷
天气下教育部门不要求学生强制穿校
服，保暖最重要的情况下，学校更应该尽
快改正强制学生寒冷天气穿校服的做
法，允许学生穿保暖的衣服来学校。这虽

然算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但
是对于学生的身体健康来说，显然是很
有必要的。

当然了，在要校服还是要温暖之
间，也有一个“兼顾”的办法，那就是由
学校为学生定制寒冷天气下可以穿
的、更加保暖的校服。这样一来，既满
足了让学生在寒冷冬天也统一穿校服
的规定，也避免了学生挨冻。问题就在
于，这样的校服，价格往往比较贵，可
能会加重部分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
此外，如果给学生定制价格比较高的
保暖校服的话，如何预防“校服腐败”，
也是一个问题。

不管怎么说，面对寒冷天气，教育部
门和学校都应灵活应对，以人为本，不能
以牺牲孩子们的温暖甚至健康为代价，
来换取所谓统一整齐。

“天冷不强制穿校服”应成所有学校共识

“-20℃一排几小时”
别怪喊退票游客矫情立法规范网络众筹，守护善心也是造福求助者

在日前的记者会上，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介绍，即将举行
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将
审议慈善法修改决定草案。据悉，此次慈
善法修订草案的一个重要亮点，就是拟
规范个人求助和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
管理。

立法规范网络众筹，具有强烈的现
实针对性，也是对公众呼声的及时回应。

公开数据显示，2014年9月至2021年
底，全国累计有超过500万人次大病患者
通过互联网服务平台发布求助信息，超
20亿人次捐赠资金，筹款规模总计超800
亿元。这些众筹捐款，是公众善心的表
达，给无数家庭带去了“雪中送炭”的希
望。可同时，也有个别事件暴露出相关问
题，比如，深圳女孩罗一笑众筹事件中，
其父被指隐瞒家庭财产情况；前不久的
成都被狗咬女童父母众筹事件，又被指
捐款额远超实际所需。甚至还有调查发
现，某些提供众筹服务的平台，雇员“扫
楼”拉客，刻意“包装”病情，“卖惨”吸引

眼球。若是放任网友爱心被消费甚至消
耗，还有谁会愿意加入“疾病相扶、解囊
相助”的行列？

在一次次争议声中，对网络筹款加
强监管的呼声越来越高。

事实上，如今的慈善法于2016年3月
经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通过，彼时考虑到
网络求助尚未大规模兴起，以及避免过
度抬高个体发起网络求助的门槛，故并
未将其纳入慈善法的范畴，而是视之为
民间互助行为。而随着众筹规模日渐扩
大，以及暴露出一系列问题，规范与监管
是必由之举。

2018年，在民政部的指导下，主要网
络筹款平台发布自律公约；2020年，再次
提出平台应遵守七项“底线规则”，加强
平台自律管理、提升风险防范水平、健全
社会监督机制等。而此番明确修订入法，
则释放出更加强烈的规范升级信号。

网络众筹涉及信息发布与核实、捐
款筹措与管理等环节，也必然面临善款
合理使用支出、剩余款项如何处理、平台

是否收取手续费等饱受关注的关键事
项。此次修订草案明确求助人和信息发
布人应当对信息真实性负责，平台需对
信息真实性进行查验，明晰了相关参与
主体的责任，有助于压缩弄虚作假的空
间，引导平台避免陷入过度商业化倾向。

另一方面，“徒法不足以自行”，在明
确义务与责任之外，据记者会消息，相关
管理部门还将制定具体管理办法。以此
次纳入立法为契机，想方设法将众筹管
理方案制定得更合理周到一些，比如引
入医院、民政等力量辅助审核，比如将个
人信息的发布纳入社会诚信记录，再如
对于违规发布行为严肃追责，就能更大
程度驱散可能影响公众善心的阴云。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中国社会
的传统美德。相信在具体细化规范的约
束引领之下，众筹机制可以发挥其利而
避免其弊，让珍贵的社会善意不被虚耗、
不被辜负。而这种对爱心的守护，也是对
善行的最好反馈与直接强化，将让融融
暖意持续汇聚。 据北京晚报

“-20℃的天气，一排就是几个小时。”12
月19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致歉”冲上热搜。
报道显示，18日11时，第二十五届哈尔滨冰雪
大世界正式开园，不到3小时，预约游玩人数
已达4万。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当天有游客排
了很久的队没有玩到想玩的娱乐项目，高喊

“退票”。此事也在网上引发了一些争议。有网
友认为，那些因为排队时间长，未玩到预约免
费项目就要求退票的游客是一种矫情。可对
比的是，很多游客去迪士尼等大型游乐园游
玩，都知道高峰期排长队玩项目不过是很正
常的现象。

要指出的是，严寒天气下，游客的心态和
预期，以及对排队时间的客观承受力都会不一
样，拿迪士尼和冰雪世界进行类比是不恰当
的。更重要的是，当天涌入了4万名游客，这是
否在景区的合理承载力范围，景区是否做足了
充分的预案准备，本身是要打个问号的。越是
人气旺盛，景区方面越需要把做足预案和完善
服务放在第一位，更不能为了追求一时的利益
就超出景区的接待能力纳客。否则，既影响游
客体验，也会伤及景区的口碑，结果只能是“双
输”。 据红星评论

为基层干部减负：
跳出“指尖”，走到“心尖”

不得强制下载、强制打卡、滥用排名。近
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关于
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若干意见》，加强
对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政务公众账号和
工作群组的标准化规范化管理，为形式主义划
定红线，为数字政务立下规矩。

《半月谈》杂志曾经报道，某地社区干部
“一人照管60个手机app账号、3部手机随时连
着充电宝……”这种应付各种形式化考核的
经典场景，成为基层干部的指尖之累，工作中
不能承受之重。一些地方在基层治理中，片面
上报政务新媒体的使用数据和成效，在考核
上重流量面子、轻效能里子，时时得打卡，事
事得留痕，滥用排名多头填报，好好的经都给
念歪了。

“指尖上的政务”也只是政务的一部分。
如果政务考核一味地要求“打卡”“签到”，却
忽略了基层工作体量大、复杂多变的现实情
况。这种工作留痕重于绩效的考核方式，把政
务办公群变异成职业秀场。长此以往，势必造
成浮夸和形式主义盛行，害莫大焉。基层干部
只有先从烦琐的“指尖事务”中解脱出来，他
们才有精力跑到群众中去。他们的“指尖”，才
有可能连接起群众的“心尖”。 据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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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户村民的窑洞顶被划为基本农
田，执法部门还开出数十万元罚款；某
地5口鱼塘都属违法占地，但卫星只生
成了其中一口的违法图斑，执法过程
中也只对那一口进行了执法……据媒
体报道，一些地方利用卫星技术手段，
开展土地卫星遥感影像图片执法检查
存在不精准之处，“卫星视角”盲区和
误判还容易为局部整改、虚假整改提
供空间。

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
遥感卫星技术具有区域覆盖性强、监测
精度高等特点，通过比对不同时间点的
照片，可以发现土地利用的变化，从而圈
注出疑似违法用地形成的图斑，极大提
升了土地资源管理水平和效率，在发现
土地违法行为方面具有常规监察手段无
法比拟的优势。

技术硬核，但也并非万能的，问题图
斑只是相关部门开展排查整治的“线
索”，而非盖章认定、板上钉钉的“罚单”。

今年年中，自然资源部执法局在
解读这一工作时就明确指出，各级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只能将卫片执法图

斑作为发现违法行为的线索，所有违
法问题必须经严格规范的调查取证
后，依法依规作出行政处罚，绝不能
将卫片执法图斑直接作为行政处罚
的依据。

规矩说得很明白，可为何到了一
些地方走了样？从部分基层干部的讲
述中，或能看出端倪。据报道，有多名
乡镇干部表示，如果发现图斑有问题
要想勘误，流程很复杂。需要一级一级
往上反映，并要核查并提供证据，以证
明这块土地以前是何种性质，整个程
序下来至少要90天。同时，如果在一定
时限内，无法按卫星结果恢复土地性
质，又会被上级问责。一来二去，最终
只能将错就错、机械执法。

这其中，有忽略实际的技术迷信。很
多新技术、新应用确实提升了社会治理
的效率。很多人因此产生了这样的心态，
依据某种技术划定的执行标准，是更具
权威性的、创新性的。以此为据，就不会
错；即便有错，谁也说不出什么。但技术
终究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过度迷信，一切
以技术为准，简单化、一刀切，不仅可能

误伤，还可能让整改流于形式。比如，某
企业厂房多占了周边土地，被发现后，只
拆除了违法占地上方的部分屋顶，露出
地面，并在相应区域临时种上绿植，直言

“只要从天上看到变绿了，应付了卫星就
行”。

技术差错客观存在，而改错手续繁
复，就可以将错就错、机械执法吗？土地
使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在这个问
题上，马虎不得，任何借口也不能拿来当
挡箭牌。如果核查发现确实是图斑存在
技术差错，就应及时止损，而不是错上加
错。当然，这也提醒有关部门，一边要持
续优化卫星监测的精准性，支撑更加科
学的研判与监管；一边要对勘误流程进
行必要简化，减轻基层治理人员的勘误
成本。

说到底，一事当前，“人本意识”及实
事求是原则万万不能丢。一切从实际出
发，借技术提高效率的同时，不折损公平
公正，这理应是技术时代社会治理的自
觉。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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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卫星“看错”，为何还将错就错
据报道，12月20日，有网友发视频称，某

公司周年庆活动中，一名男子疑似用皮带抽
打员工后背。对此，该集团总部工作人员表
示，具体情况还不清楚，正在调查。

抽打就算了，还让员工把衣服掀上去打，这
可不光是肉疼，更让人在尊严上受到屈辱。而且
这还不是私下惩罚，是当着众多员工的面，在舞
台上鞭打。员工去上个班，犯了什么罪，值得受
到如此屈辱？就算员工真是工作不积极，或者出
现了什么失误，也不能动用私刑吧。

就在一周前，这家“创艺装饰”公司的另
一张照片也曾引起关注。4名员工站在讲台
上，身上戴着枷锁，枷锁上写道：“我软弱，我
无能，我给公司拖后腿”。而该公司回应称，
照片是PS或者恶搞，和自己公司一点关系
也没有。

上次说图片是P的，这次的视频也是伪
造的吗？世上真有这么巧的事？还是公司在装
傻？真相究竟怎样，不能是公司自己说了算，
警方也该介入调查了。《劳动法》规定，用人单
位有侮辱、体罚、殴打行为的，由公安机关对
责任人员处以15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还
要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公司关起门来体罚员
工，再丢一句“不知情”就能逃避责任，岂不是
要乱套了？ 据正观黄河评论

用皮带抽打员工后背
这次别再说是“恶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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