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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回家过年，是昔日朋友相聚一堂的时刻。聚会上，朋友们坐在一起拉呱叙旧，讲讲这一年的大
事小事天下事，推杯换盏间巩固友谊，实乃生活乐事。可是在部分人心中，聚会有时成了一道坎：他们
内心渴望与朋友们相见，可又和聚会疏离。聚会上的炫耀、攀比，让人们望聚会而生畏，并催生出了“恐
聚族”，让原本单纯的聚会变了味。

本报2月16日讯(见习记者 王
皇 实习生 李祯林) 16日，市民
刘先生向本报投诉，自己参与了58

同城网站今天中午11点举办的“58

同城刮刮卡”活动。网站提示他中
了小米套装的大奖，但是刘先生按
要求分享中奖信息以后，刮刮卡的
界面就再也进不去了。

据刘先生介绍，他参加的是58

同城网针对手机APP平台的抽奖活
动。活动规则是每人每天最多刮奖
100次，逢上午11点能秒抢1套小米
套装。刘先生11点参与了活动，并得
到了获奖提示。但当刘先生激动地
按照提示分享获奖信息后，却回不
到获奖页面了。“太让人生气了，这
不是摆明了欺骗我帮他们宣传
嘛！”刘先生愤怒地说。

记者随后手机登录58同城的刮
刮卡活动APP界面，从弹出的《刮刮
奖项目团队向您衷心致歉》的公告获
知：“由于系统失误，使得本时段参与
的全部14万同学都看到了中奖提示
页面，这个页面原本应该只有中奖的
同学单独看到。”在公告中该网站向
用户表达了歉意，并表示“会每天新
增一部土豪金回馈给用户”，但对那
些被中奖提示欺骗了的“14万同学”，
公告并未表示做出补偿。

随后记者登录58同城电脑网页
发现，在活动页面的最下方刊登了
一则《活动注意事项》，其中第六条
写到“活动期间，若遇到任何不可
抗拒因素(如网络攻击、系统故障、
自然灾害等)导致活动暂停或活动
出现问题时，58同城无须承担赔偿
责任或进行补偿”。

山东舜启律师事务所主任孟
宪强律师认为，是不是系统故障无
法凭一家之言来断定，58同城的这
一举措违反了与消费者之间的承
诺，涉嫌合同违约。《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规定，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
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
责任、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条约都是
无效的。

58同城抽奖闹乌龙

14万用户中奖

却发现被涮

网站显示，11点时，参与58同城
秒抢活动的很多人都“中奖了”。

（网站截图）

春节聚会引来推销骚扰，“恐聚”渐成流行病

变变味味的的聚聚会会催催生生““恐恐聚聚族族””
攀比炫耀让友情贬值，以前纯真的感觉都去哪儿了

按提示分享获奖信息后再也
点不开领奖页面了。（网站截图）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
忠武认为，目前“恐聚族”的出
现以及聚会时出现的一些不
良风气，恰恰是我国社会处于
剧烈转型期的表现，聚会的变
化反映出社会的变化，当下一
些饭局或者聚会出现过于功
利、庸俗的现象，是社会理性
缺失的表现。聚会的种类多种
多样，动机目的也很复杂，老
乡之间、同学之间、校友之间、
同事之间等，让现代人感到很
疲惫；同时聚会文化是一个社
会的风向标，一些社会弊端也
会从中显现出来，比房子，比
车子，比谁挣的钱多，比谁的
级别高，这些庸俗化的东西又
要占领聚会文化阵地，与整个
节日和谐气氛不协调，把聚会
搞“变味”了。

王忠武分析说，不过当前
也存在着妖魔化聚会的情况，
把聚会这种形式说得一无是
处。从社会学角度讲，人都是
生活在社会关系中的，特别是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讲朋友、
讲义气、讲关系的人情社会，
所以日常聚会在所难免，也是
正常的社会现象，是人们拓展
关系、接触社会的方式之一。

王忠武表示，一般而言，
聚会分两种情况，一是感情型
聚会，聚会内容以叙旧感怀、
相互砥砺为主，另一种则是功
利型聚会，聚会内容以达到某
种功利化的世俗目标为主。大
多数情况下，这两种动机是混
杂在一起的。但是聚会内容功
利色彩过于浓重，庸俗化倾向
严重的现象需要批判，值得我
们全社会警惕。

“很多人怕聚会的原因也
是多方面的，如自卑感强烈、
怕被人劝酒、性格孤僻或者有
什么难言之隐等，惧怕聚会的
原因不能一概而论，要因人而
异。”王忠武说。

聚会文化是

社会的风向标

济南市民刘先生今年
4 9岁，在省内一所著名高
校任职，事业小有成就。他
平时喜欢热闹，所以也参加
一些聚会。今年春节回淄博
过年时，以前的高中同学组
织了一次聚会，刘先生欣然
前往，聚会的气氛非常融洽。
可是初六回到济南后，他又

接到朋友邀请，去参加老乡
会。在饭桌上，刘先生又结识
到一些新的老乡朋友。过了
两天，他的手机上就收到来
自保险公司推销保险产品的
信息，而发信人称是老乡聚
会时认识，这让刘先生感
觉不爽。

济南中心医院心理咨询

师知尘表示，渴望与人交往，
特别是和以前的朋友相聚，
是正常的社会心理需求，有
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但是

“恐聚”成了近几年一些人每
逢佳节的心理通病，而且在
社会上逐渐蔓延，让原本快
乐的聚会变成了部分人心中
的梦魇。

有人自卑，有人炫耀，聚会正能量哪去了？

大年初四下午三点，在
济南工作的施贺接到高中同
学的电话，邀请他去参加初五
的聚会。可是今年施贺没有像
去年那样爽快地答应，而是以
照顾孩子的理由婉拒了。

已是两岁孩子爸爸的施
贺，今年29岁，父母都在德州
武城县，父亲退休后在县城
开了一间冷鲜肉店。肉店每
月的收入勉强能维持老两口
的日常开销。施贺大学毕业
后在济南的一家企业打工。
2010年，施贺在老家结婚，不
久便有了儿子。

施贺说:“其实，我挺怕
同学朋友聚会的，当然我并

不是怕花钱，而是老感觉自
己混得不行，聚会的时候在
同学中间丢面子。”

赵阳是鲁西北小县城里
的一名基层公务员，每月
1600元的工资，由于在县委
上班，在人口约30万人的县
城里，工作还算体面。可是赵
阳对春节聚会也渐渐产生了
恐惧感。“我的很多同学要么
家里有厂子，要么上了好大
学，在城市里扎根，留在县城
里过日子的虽说大家的去处
大都还可以，但总免不了攀
比，同学还冷嘲热讽地拿公
务员这个职业开涮，聚什么
会啊，越聚越烦。”不过赵阳

也表示，“说归说，县城很小，
人际关系又那么复杂，该聚
会的时候还是得聚会，不能
让自己变得孤立。”

网上流传着不同版本的
《恐聚族之歌》，其中一首说
道：多年打拼回到故里，我又
想起你，多少年没联系怎能
忘记。大家来相聚，今非昔比，
谈经商，讲生意，你说很容易，
就在这次聚会了我重新认识
了你，大家都来比一比。

“这虽是调侃之作，不过
在诙谐中也写出聚会文化中
不良的一面，发人深省。”山
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
说。

专家观点

本报记者 许建立

历下区减免保教费所需相关审核材料引起家长疑问

““共共同同生生活活证证明明””是是啥啥？？由由谁谁开开？？
本报2月16日讯(记者 李

飞) 16日，本报C1版以《免费入
园儿童名单将公示》为题，独家
报道了历下区减免全区幼儿园
在园幼儿保教费实施细则出台
的消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
注。“共同生活的证明是啥意
思？咋开啊？找谁开啊？”不少幼
儿家长咨询。对此，历下区教育
局工作人员表示，该证明主要
是为了严控空挂户口，可由居
委会开具。

记者注意到相关文件规
定，无论是历下区常住户籍人
口，还是历下区常住非户籍人
口，以及外来务工人口，在提
交的审核材料中，都有共同的

一项：共同生活的证明。“我是
外地户口，请问怎样才能证明
共同生活？”“共同生活的证明
怎么开？”多名幼儿家长致电
本报。家长李先生表示，他和
女儿的户口都在历下区，仅有
的一套房产也在历下区，也一
直在该区实际居住。“像我这
种历下区常住户籍人口该如
何开证明呢？”

16日，记者就此咨询了历
下区教育局。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享受保教费减免的幼儿，
无论属于哪一类，都需要在历
下区实际居住。而出具“共同
生活的证明”主要是为了严控
空挂户口，证明幼儿的确与家

长共同在历下区实际居住和
生活。“由居委会开具就可
以”。

该人士表示，如果是历
下区常住户籍人口，有房产，
凭 借 明 晰 的 户 口 本 和 房 产
证，再加上幼儿园的调查了
解，就可以证明“共同生活”，
不一定必须提交该证明。而
对于非历下区户籍人口的直
系二代，尤其是三代子女，因
为户口不在此处，为了证明
在历下区实际居住，子女和
家长一起共同生活，就需要
居委会开具证明。

上述工作人员表示，历下
区减免幼儿园在园幼儿保教

费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已经通
过幼儿园向全区幼儿家长发
放了一封信。如果家长还有疑
问，可以具体咨询幼儿所在的
幼儿园。

此外，记者从历下区多
家幼儿园获悉，根据前期对
在园幼儿的初步摸底情况，
历下区政府已经按标准将一
月份幼儿的保教费预拨给了
各家幼儿园。经过严格审核
后，根据实际享受保教费减
免政策的幼儿人数，幼儿园
再多退少补。对于幼儿家长
一月份已经交了保教费的，
幼儿园会根据标准退还减免
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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