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遏制“高学历家政”关键在家长
□评论员 朱文龙

一段时间以来，“高学历家政”的话
题引发关注。

据新闻报道，这些“家政”平均年龄
在20岁至30岁之间，学历本科起步，精通
两三门语言，手握各种证书，部分还有留
学经历……以至于很多人惊呼，“难道现
在家政行业都这么内卷了吗？”

家政行业从业者学历、能力等确实
在提升，但也的确没有如此内卷。这些所
谓“高学历家政”，其实更多的并非真正
的家政，而是打着“家政”旗号的家教。

“双减”政策落地后，校外培训机构
得到大力整顿，学科类培训逐渐退出市
场。但一些淡出市场的学科培训并没有
就此销声匿迹，而是换了名头，以更加隐
秘的方式存在着，“高学历家政”就是其
中的典型。双减，依旧有大量工作要做。

打着家政旗号做家教，对于家长、孩
子、家教老师都存在诸多风险点。

对于家教老师来说，工作时间长不

说，由于所做的工作与“双减”政策相左，
一旦与雇主发生冲突，劳动权益很难得
到保障；对于家长和孩子来说，将孩子交
给处在灰色地带、缺乏行业规范的“高学历
家政”，教育的安全与质量都令人担忧。而
且这些家教的收费并不低，据报道，“高学
历家政收费标准普遍在15000元至25000元
之间。”这就意味着，只有少数富裕家庭的
孩子可以享受到“高学历家政”的服务，绝
大多数普通家庭无力承担高昂的费用。这
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教育焦虑。

就此而言，这些家教的存在不仅提高
了教育成本、加剧了竞争，更消解了“双减”
政策效果。对此，应当保持足够的警惕。

其实，针对学科类校外培训隐形变
异的问题，教育部曾发布《关于坚决查处
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问题的通
知》，其中提到，对以家政服务名义违规
开展学科类培训的，要依法严肃查处。既
然国家层面早已对这类家教说“不”，那
为何这个行业还能存在呢？

一方面，家教隐匿化发展，确实增加

了监管的难度。为了避免被封禁查处，家
教往往以“高端家政”“家庭管家”“成长
陪伴师”的名义掩护，隐蔽性非常强。此
外，由于他们多采取“一对一”“住家”等
形式，相关部门在培训对象、培训内容、
培训时间、培训地点、培训方式等方面很
难对其进行界定。

另一方面，家教能够以隐蔽的方式
继续存在发展，也跟部分家长和学生对
其的需要分不开。要看到，目前在不少地
方，考试依然是评价学业的唯一尺度。不
少家长害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想尽办
法让孩子抢跑，以便不在竞争中掉队。在
这种情况下，即便平台对“成长陪伴师”
等擦边概念进行重点排查，即便相关部
门加大打击力度，也难以铲除此类家教
的生存土壤。

欲治其本，必溯其源。只有通过各种
方法降低家长和学生对学科培训的需
求，这些披着家政“外衣”的家教才会失
去市场。

否则，一切都是空话。

□龙敏飞

卡塔尔世界杯来了，公安部交管局
11月19日发出提示，生命无价，酒后禁
驾；文明观赛，远离酒驾。世界杯期间，全
国公安交管部门将开展酒驾醉驾整治行
动，严查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严防世
界杯期间酒驾醉驾肇事肇祸，保护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来了，这是所有
足球迷、体育迷的饕餮盛宴。在网络上，不
仅有各种各样的“观战指南”，也有许多“请
假攻略”。此时，很多人早已无心上班，一门
心思全在比赛上。甚至还有人推掉了很多饭
局酒局，早已预订好“包房”，准备约上三五
好友集体观战，与之相伴的，肯定还有喝酒、

猜拳，乃至是大声喧哗等行为。从理论上来
说，只要这些言行不影响他人，不妨碍公共
安全，无可厚非，都是个人权利。

但遗憾的是，因为足球、体育很多时
候都跟激情相伴相生，一些悲剧也在所
难免。比如，有人酒驾醉驾，不仅给自己
的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也会给公共安全
带来极大隐患。因为有不少前车之鉴，所
以此前已经有不少地方开启了提醒模
式：世界杯期间莫造次、莫贪杯，查处会
很严厉、很频繁。这些都是来自地方的自
觉行动。如今，公安部交管局也及时发
声，这意味着，世界杯期间严查酒驾醉
驾，将是全国范围内的一种共识与行动。

酒驾醉驾是违法之举的观念，这些
年早已深入人心。但在特殊时期，总有人

将其抛诸脑后，比如国内的春节，再比如
世界杯期间。这些，要么是重大节日，要么
是重要的狂欢，这会让部分人“过于上头”，
然后“枉顾所有”。在这样的时候，就需要利
剑高悬、警钟长鸣。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
酒，这是常识，必须得到充分的信仰。无论
你是处于比较清醒的状态，还是在荷尔蒙
过于爆棚的时候，都是一样的。

可以说，世界杯期间严查酒驾，针对性
极强，是对现实短板与漏洞的弥补，也是对
公共安全的一种守护。杜绝每一个微小的隐
患，防范每一次可能的犯错，才有可能避免

“小错成大错”，乃至酿成悲剧。世界杯看球
是好事，但只有遵守底线、敬畏法律，此事才
能自始至终都是好事，不然的话，难免会出
现给个人或社会“添堵”的事情。

□木须虫

近日，河南省鹤壁市科技中等专业
学校一名16岁女生遭受校园欺凌事件引
发热议。“我姑姑带着我妹妹一直想跳
楼，家里现在的日子没法过了。”11月18
日，受害人苗苗（化名）的表姐说，截至目
前，他们仍然没有收到霸凌者及其家属
的道歉。19日，鹤壁市山城区教育体育局
发布《关于网传“鹤壁市科技中等专业学
校发生校园欺凌”事件情况通报》。目前，
涉案人员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山城
区教育体育局针对该事件已组织心理咨
询师对受害学生进行心理健康疏导。

很明显，鹤壁市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及当地有关部门，对于这些严重校园欺

凌事件的处置，又掉入了舆论倒逼的窠
臼。从11月10日家属了解到苗苗被严重
霸凌后报警，到17日孩子母亲到学校门
口跪地哭求处理，已然过去了7天，足以看
出涉事学校及相关部门的拖延与软弱。因
此，尽管在媒体曝光后，当地教育行政主管
部门快速介入，协调公安机关对施暴者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着手对受害学生提供心
理健康疏导，同时，对欺凌事件处置不力相
关人员进行调查处理，但并不能消弭前期
的伤害与影响，反而强烈的舆情公关意味
消解了从严惩治校园欺凌、维护正义的主
旨。

处理严重校园欺凌事件，拖与软不会
是解决之道，更与反对校园欺凌南辕北辙，
只会导致伤害扩大化与矛盾的升级。因此，

处理严重校园欺凌，需要积极主动，需要依
法从严，而非靠亲属跪求、舆论倒逼。依法
高效处理严重校园欺凌事件，不仅需要学
校和公安机关高度重视，一手严惩欺凌者，
一手帮助受害者维权纾解伤痛，兜牢校园
公平正义的底线，更需要从制度上补好短
板，建立校园严重欺凌事件的处置规程，建
立信息举报、依法调查、救济救助、权益维
护等多部门的联合处置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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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网友反映，西安一幼儿园在教孩子们
跳《黑桃K》，什么“长长的腿一尺八的腰围，
此刻的我只想亲吻你的嘴”“这是哪一款香
水搭配夜的美，让我成功陷入心动的氛围”。

这种非常成人化而且带有暗示意味的
歌曲，让人无法想象竟然被当成小朋友的
儿歌。除了《黑桃A》，短视频上也有不少类
似的幼儿舞蹈教学视频，用一些歌词表达
明显成人化的网红歌曲来搭配幼儿舞蹈，
这些歌词和三四岁孩子非常违和。幼儿园
选择流行音乐本身无可厚非，网络时代，我
们也无法避免幼儿与流行元素完全“绝
缘”。前有《孤勇者》几乎成为小学“班歌”，
让小学生也感受到“无穷的力量”，这是流
行音乐与校园结合的较好示范。但是类似

《黑桃A》这种过于成人化的歌曲，显然不
该是少年儿童的“菜”。 （钱江晚报）

连续抢了半个月没有一次能抢到，但
找黄牛可以轻松预约到当日门票。当下，不
少已经免费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成了个
别黄牛牟利的工具。据媒体调查发现，在一
些电商平台和二手交易平台上，只要肯花
一二十元到上百元，就能买到紧俏的博物
馆免费门票。

那些花钱逛博物馆的人群，多为真正
热爱博物馆的游客或带孩子参观的家长，
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需求是一种刚性需
求。也因此，即便花了一些钱，至少也满足了
愿望。然而依靠畸形的市场调节满足的愿
望，总归会成为一根刺，如鲠在喉，令人不快。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各种恶意抢票的行
为层出不穷，不仅仅是博物馆门票，像火车
票、演唱会门票、医院网上挂号等等，只要是
存在紧缺的领域，往往都会滋生此类恶劣行
为。问题是，针对这种恶意抢票行为，当事机
构有没有采取相应的举措进行遏制？此外，
免费的门票在电商平台和二手交易平台出
售，价格监管部门应该有所作为，不能听任
互联网成为法外之地。 （光明网）

11月18日，一段“村民穿鞋踩在菜上腌
制酸菜”的视频在网上传播。视频发布者以
往的短视频作品中，定位显示为“安徽省（亳
州）涡阳县”。已经上了数次热搜，引起巨大争
议和批评的脚踩“土坑酸菜”，依然若无其事
地被炮制着。于是便有种说法，土坑酸菜存
在已久，已经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传统制作工
艺，很多农户都习惯了这样制作酸菜。

在公众对于食品卫生安全极为关注和
在意的当下，再拿“传统工艺”为各种降低
成本、图省事的行为做“挡箭牌”，是行不通
的。说白了，传统工艺中的“脚踩”，其实就
是为了将菜压实，即便是农户自制，都有很
多更加安全、干净的方法，传统不等于肮脏
简陋，更不等于违法违规。时代在进步，食
品加工技术也在不断发展，传统工艺不是
说要完全抛弃，但也必须经过标准化、流程
化、科学化的改良，最起码的卫生条件要
有，相关的质量检测也不能缺位，绝不能打
着“传统”“自制”的旗号，任由风险重重的
食品流入市场。 （极目新闻）

不少家长害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想尽办法让孩子抢跑，以便不在竞争中掉队。在这种情况
下，即便平台对“成长陪伴师”等擦边概念进行重点排查，即便相关部门加大打击力度，也难以铲
除此类家教的生存土壤。

世界杯期间严查酒驾，守好公共安全

处置校园欺凌不能靠舆论倒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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