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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培训贷”
压榨就业困难学生

“毕业近一年，不仅没找到工
作，还背上了贷款，每月还贷1200
元，至今尚未结清。”据报道，又有
大学生深陷“培训贷”陷阱。这些

“培训贷”背后的不法机构，打着
“包就业”“拿高薪”“找不到工作就
退款”等幌子，却绝不是为大学生
就业助力，而是将大学生视作“待
宰羔羊”。这些机构往往将自身包
装成为实力雄厚、资源丰富的专业
技术企业，通过宣传造势骗取大学
生信任之后，再告知大学生其能力
和经验不足，需要接受岗前培训，
承诺培训后包推荐工作。一些大学
生受此鼓惑，与机构签署实训协
议，并通过分期借款平台贷款支付
培训费用，最终掉入陷阱。

毕业未就业的大学生是就
业市场最脆弱的群体，对以他们
为目标的“培训贷”骗局绝不能
听之任之。相关部门应加强对网
上培训机构和网贷公司的监管
力度，严格审查机构合法性、业
务合规性，对存在问题的应当从
严从快打击，提高不法机构的违
法成本。 据光明网

三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仅凭一纸通报，没法颠覆群众的语文常识和法律常识。这样的咬文
爵字，不过是证实该局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个事件的本质，还想着尽可能地“保护”一下涉事人员，大事
化小，小事化了。

□评论员 张泰来

蹭热点蹭到了收麦场。日
前，河南等地的冬小麦陆续进入
成熟期。受连续降雨等影响，今
年的麦收比往年多了不少麻烦。
天刚放晴，农民们就开始紧张地
抢收麦子。一些网红也蜂拥而
至，在田间地头架起了机器，“情
绪激昂”地做起了直播。

“网红是来帮忙的，还是来
捣乱的？”“请对粮食有点敬畏之
心！”在相关新闻的评论区，不少
人留言指责网红蹭流量。

这样的指责是有道理的。“抢
收的农时误不得，尤其是今年，麦
收季遭遇阴雨天，为了保证颗粒
归仓，农民趁着晴天抢收小麦确
保颗粒归仓的紧张感，不言而喻。

在此之时，衣着光鲜、情绪
激昂的网红，与忙碌的农民形成
了巨大的反差。他们的存在，对

于热火朝天的麦收场景来说，确
实是不协调的。农民顶着烈日，
踩着泥泞抢收麦子，其中辛劳可
想而知。蜂拥而至的网红不管农
民是否同意，架起机器就来直
播，这样的行为是对农民和农业
生产的不尊重，极易让人反感。

据报道，有网红称，是因为收

割机进不来，所以来帮农民割麦
子。且不说这种帮忙对于抢收有多
少助益，单从直播画面来看，这些
人所谓的直播也明显缺乏诚意。

直播中，众网红要么站在地
头情绪激昂地直播，光动口不动
手；要么横七竖八地或坐或躺在
麦子上。高谈阔论者多见，真正

下场收割麦子的少有。如此这
般，到底是帮忙，还是添乱呢？

粮食问题事关每一个人，有
不少网红通过镜头反映农业农
村现状，推动问题解决，这些值
得肯定。但类似跟风直播式的关
注不但对于抢收工作无益，也无
法为被直播的农民带来收益。这
样的直播，如果事先没有得到农
民允许，显然是不合适的。这样
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给辛勤
劳作的农民添了堵，给麦收工作
添了乱，可以休矣！

类似围观收麦这样的跟风式
直播，近年来并不少见。大有哪里
有热点，哪里就有网红跟风、组团
直播的势头。在利益驱动下，一些
网红甚至不惜做出出格甚至违法
的行为，干扰他人的正常生活不
说，还可能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
带来难以计算的损失。

网红有创作自由，也应当恪守
应有的边界。真关心包括农业在内
的热点话题，还是应当把落脚点放
在推动解决问题上，能够帮忙更好，
如果不能，至少也应做到不添乱。

麦场不是秀场，必须对麦收直播喊“停”

把打人说成“肢体接触”，如何再“举一反三”
语言

被称作“思
想 的 外
衣”。政府
公文事关
公共利益，
不能信口
开河，必须
忠于真相，
准确表述。

一些部门为了推卸责任，试图文
过饰非，和群众玩“文字游戏”，很
容易适得其反，比如三河城管。

5月30日，河北省三河市城
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发布情
况通报称：5月29日，该局执法人
员在进行环境综合整治过程中，
与一名货车司机产生了口角争
执和肢体接触，引发舆论关注，
该局已对涉事人员作出停职检
查处理，接受进一步调查，并要
求全体执法人员举一反三，强化

文明执法。
乍一看，通报写得“没毛

病”。执法人员引发舆情，职能部
门及时介入，回应舆情。但是，通
报发出之后，群众并不“买账”，
进而引发了舆论对三河城管更
多的关注。

从评论区的留言可以看出，
群众对通报的一处措辞表示了
强烈的不满和不解。有人直接讽
刺道，“明明是打人，咋成肢体接
触了？真有才！”

群众认定当时有“打人”行
为，是有视频为证的。一段已经
传播于网络的视频显示，身着制
服的城管执法人员两次主动出
拳击打货车司机，甚至第二次击
打司机的理由仅仅是“你再瞅”，
而坐在驾驶室内的司机面对多
名城管，未有任何反击。对方多
看了一眼，就多挨了一拳，如此
执法，何其霸道！

这样的暴力执法，在三河市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的通
报中，竟然成了轻描淡写的“肢
体接触”。对“肢体接触”的通常
理解，是没有暴力色彩和恶意
的，就像朋友之间的拥抱。运动
员之间的对抗，虽然有肢体的接
触，但是没有伤害和羞辱的意
思。而那名执法人员的行为，拳
拳到肉，完全不适合用“肢体接
触”表述。

三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
执法局在通报中用词不当，可能
有执笔人员文字功底不深的原
因。但是通报既然已经公开发
布，必然是经过了相关领导的审
核和签发。所以说，“肢体接触”
这个被乱用的词汇，也许正恰当
表达了三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
政执法局的内心想法。

三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
法局大概是想“各打五十大板”，

于是把执法人员对货车司机的殴
打表述为“肢体接触”，最多也就
是法律层面常说的“肢体冲突”。
在这场冲突中，确实出现了肢体
动作的攻击，好像真的是“肢体冲
突”。其实不然，“肢体冲突”在法
律上强调的是互相殴打。一方主
动攻击，一方被动挨打，如果这种
行为可以被称为“肢体冲突”，那
么家庭暴力也可以称为家庭成员
之间的“肢体冲突”了。

三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
法局仅凭一纸通报，没法颠覆群
众的语文常识和法律常识。这样
的咬文嚼字，不过是证实该局并
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个事件的本
质，还想着尽可能地“保护”一下
涉事人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官方通报写成这样，几乎是
又一次伤害了群众。这样的调查
处理，还想着“举一反三”，太难
了。

2023年6月5日 星期一

声音周刊 A11-12
明 / 辨 / 是 / 非 / 启 / 迪 / 心 / 智 主编：任志方 责编：蓝峰 组版：侯波

近日，一则聊天记录截图显
示，长沙一中学某班级老师和家委
会代表计划去南岳给孩子们上香
祈福，再请大师给孩子们的考试文
具开光。群公告中还称，此次活动
费用预计1000多元，由班费开支。消
息一出，引发网友热议。目前，该校
回应称，已叫停这种迷信行为。教
育局也表示正在调查此事。

此事之所以引发热议，一个
关键点就在于“老师带队”。家长
私下里为学生祈福，乃至私下里
求大师开光，这些都属个人选
择，但组团参与而且由老师亲自
带队，就相当离谱甚至荒唐了。
无论是去庙里祈福，还是请大师
开光，都是彻头彻尾的迷信行
为，家委会不应该公然在家长群
里组织，乃至动用班费。

说白了，鼓励家长找大师加
持孩子考出好成绩，这是不信自
己信大师，背离了教育的初衷。
而家委会是家学沟通的桥梁，不
能沦为“迷信帮”。 据红星新闻

鼓动家长找大师开光
家委会不该是“迷信帮”

让中学生宣誓“终生不吸烟”，靠谱吗
一场

关于禁烟
的集体宣
誓把湖北
襄阳一所
中学送上
了热搜。近
日，该中学
组织1500多
名学生集

体宣誓，承诺终生不买烟、不吸
烟，引发热议。6月1日，校方回应
称，学校十分重视禁烟教育，为尽
可能切断学生购买香烟的源头，
校内已取消了超市商店，还会定
期提醒校园周边商户禁止向未成

年人兜售烟酒，但组织学生进行
禁烟集体宣誓还是第一次。

吸烟有害健康，为了健康，
确实有必要加强禁烟教育，尤其
需要加强对中小学生的禁烟教
育，让学生早点了解吸烟的危
害。湖北襄阳这家中学，取消校
内超市，定期提醒学校周边商铺
禁止向未成年人兜售烟酒，切断
了在校学生购买香烟的源头，值
得肯定。在学生中禁烟，他们确
实用心了。

作为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开展禁烟教育确实需要创新形
式，但是否需要采取集体宣誓的
方式，还有值得商榷之处。如此

说，原因有二。
其一，年龄十几岁的中学生

心智尚未完全成熟，人生那么长，
有那么多的不确定，一句“终生不
吸烟、终生不买烟”的承诺，怕也
很难保证所有宣誓人都能做到一
辈子不吸烟。这样的宣誓对于禁
烟作用有限，不过是增加了年轻
人成为违背誓言者的风险。

其二，宣誓，尤其是集体宣
誓，是很庄严很神圣的事情。在
我们的文化里，连新人结婚也并
不一定要宣誓。吸烟，虽然有害
健康，但只要不在公共场合吸
烟，更多还是个人生活习惯问
题，并没有多大的社会危害性。

为了不吸烟就要宣誓，还是集体
宣誓，没有必要。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
“不……”的宣誓似乎成了某种
流行。医务人员宣誓不拿红包，
歌手宣誓不假唱，大学生宣誓简
历不“注水”、考试不作弊，等等，
仿佛不宣誓就不足以表明决心，
却忘记了这所谓“不”，不过是对
医生、歌手和学生最基本的要
求。这样的宣誓固然表达了宣誓
者的决心，却也庸俗化了宣誓，
让原本神圣的誓言，有了某种

“儿戏”的成分。这些最基本的行
为准则、道德规范，真的不需要
用宣誓这样神圣的仪式来背书。

近日，一则司机拒绝给救护
车让路的视频火爆网络。从视频
中可以看出，救护车司机曾下车
与前车沟通希望其让行，前车司
机虽然想让行，但担心违法处罚
就算能取消，过程也可能会很麻
烦，于是拒绝让行。随后，交警对
小车司机批评教育，并依法处以
罚款150元、记3分的处罚。

救护车在路上浪费的每一分
一秒，对病人来说都可能是生死
之差，所以为病人让出生命通道
是理所应当。交警的处罚结果对
所有车主来说，都是一堂生动的
普法课：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给
救护车让行，不仅是道德要求，也
是法定义务。同时，在此次事件背
后，相关部门应看到司机选择不
避让的深层原因。宣传部门不妨
借此对广大的司机群体进行普法
教育，消除司机的各种疑惑和担
忧，让司机碰上这种选择时，大胆
避让。 据正观新闻

拒给救护车让路被罚
是一堂生动的普法课

□评论员 沙元森

□评论员 张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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