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用家长的“想象”限制孩子的想象
据报道，北京海淀区家长中日益

激烈的培养孩子竞争，正催生一个新
词———“鸡娃”，即不停给孩子“打鸡
血”，不断给孩子安排学习和活动，不
停地让孩子拼搏。 并列出了一份网
上流传的“典型‘鸡娃’人生规划表”：
1 岁，一开口说话，中英双语教学；3
岁，能自己看英文绘本，背 100 首古
诗；5 岁，奥数学习，思维训练……10
岁，奥数比赛一等奖……

海淀妈妈对孩子的“严”，与海淀
区作为“中国教育的青藏高原”的激烈
竞争大环境直接相关。同时，也不禁让
人联想到了曾经备受关注的 “虎妈”
“鹰爸”等个案。 当年，以“将家规严格
地执行与落实” 闻名的美籍华裔母亲
蔡美儿， 因为一部自传式的 《虎妈战
歌》，不仅“火遍了全美”，甚至火到了
中国， 后来更是因为两个女儿读上美
国名校，让“严格规划和管教孩子”的
理念在众多中国家长那里深深植根。

几乎前后脚，我国南京又出了一
位“鹰爸”何先生，带着孩子“1 岁徒
步暴走、2 岁攀登南京紫金山、3 岁在
雪地里裸跑 、4 岁参加国际帆船比

赛、5 岁开飞机围绕北京野生动物园
飞一周、6 岁写自传、7 岁三次穿越新
疆罗布泊，8 岁考入南京大学……”
宣称是“进行科学化规划，及早地进
入自己的专业分类， 不仅家长省钱，
孩子省力，还省时间”。

很多家长替孩子焦虑，既是现实
的竞争环境所致，同样也不排除放大
了“虎妈”“鹰爸”所谓的“严师出高
徒”效应，片面化理解“严”与成功的
关系，导致选择性盲从。

“虎妈”“鹰爸”“鸡娃”，单从字面
看三个词，就显得耐人寻味，凸显了
家长单方面的强势选择与孩子的被

动服从。 必须承认，有时候孩子缺乏
自主意识，需要家长引导；有时候孩
子意识不到问题， 需要家长提醒，等
等。 问题在于，教育从来都不是制造
某种产品， 不是驯化只会服从的动
物。 因为竞争激烈就盲目相信“名校
才是唯一机会”， 因为焦虑就千万百
计“超前培养”，把家长的选择等同于
孩子的选择，用家长的“想象”限制孩
子的想象，就值得商榷了。

摘自《南方日报》

倡导“就地过年” 勿忘留守儿童
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的需

要，各地都在倡导外地职工“就地过
年”。 可以说，“就地过年” 是现实需
要，把“就地过年”落实到位，才能有
力确保疫情防控不出纰漏 。 不过 ，
“就地过年”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就
是留守儿童的春节如何过。

事实上，不少在外务工人员去年
春节就是“就地过年”，这些家庭的父
母与孩子可能一到两年都难见几面。
可想而知，孩子想见父母的心情是焦
渴的， 父母想看孩子的心情也很浓
烈。 但是， 为了疫情防控的需要，需
要把思念埋藏在心底。

那么， 疫情防控之下的春节，如
何减轻留守儿童不能与父母见面的

思念之情？ 有关部门应关注留守儿
童，让父母不在家的春节也能热热闹
闹、幸幸福福、温情脉脉。

村镇、社区干部可以教会留守家
庭的老人使用视频通话功能， 让留守
儿童春节期间多与父母远程交流。 对
于家里没有电脑和网络的留守家庭，
有关部门可组织他们统一到有网络的

地方让孩子与“就地过年”的父母视频
通话聊天。 留守儿童较为集中的村、
镇，应建立儿童活动中心，开展读书、
娱乐活动， 让儿童在集体活动中学会
团结友爱。此外，有关部门也应组织开
展对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的走访慰问

和关爱活动，开展如“父母子女互寄小
礼物”活动，让孩子和父母通过这种暖
心的互动实现“心灵零距离”。

父母“就地过年”，留守儿童的春
节不能因此寂寞，多关心留守儿童实
现“就地快乐”是社会的职责。 父母
“不回家”，团圆要多些“网上见”。

摘自《经济日报》

讨薪出现新群体 清欠面对新情况
11 日， 江苏泰州一外卖员以极

端方式讨薪，相关视频在网络热传。
令人唏嘘的是， 该外卖员被附近群
众救下后， 拒绝前往医院治疗，“我
连命都不要了，无所谓，我要我的血
汗钱。 ”

我们同情该外卖员的遭遇 ，但
绝不认同这种极端的维权方式。 不
过，这个案例也提醒有关部门，尽管
讨薪维权是一个老话题， 但也有一
些新情况值得重视。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讨薪群体
似乎以建筑行业的劳动者为主。 以
前有不少农民工为顺利拿到劳动报

酬，付出了巨大代价。 但近年来，随
着有关部门和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以

及工资保证金等制度日益完善 ，传
统行业劳动者讨薪问题有所缓解。

但随着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外
卖员、 快递员等新职业不断涌现，迅
速吸纳了大量就业者。与这些群体有
关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此前还没有
引起足够的重视。

这些新职业群体的雇佣关系、工
资计算及支付模式等不同以往，加之
一些政府部门的监管和制度保障可

能也不够到位，导致部分劳动者遭遇
欠薪时无所适从，不知如何用法律手
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清欠出现新难点，亟待治理产生
新模式。 相关部门在继续关注、解决
传统行业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的同

时，也要充分关注新职业群体遇到的
欠薪难题，创新清欠模式，让每个劳
动者都能劳有所得。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借致歉打广告，危机公关切忌“重术轻道”
近日， 全棉时代发布了一则广

告引发网友热议， 网友认为该广告
涉嫌侮辱女性。 1 月 8 日，全棉时代
官方微博致歉称， 该视频为广告创
意，仅为突出商品的清洁功能，已经
将此视频下架。1 月 10 日深夜，全棉
时代再次发声为全棉时代广告被指

侮辱女性致歉。 然而，致歉信仅开头
为道歉内容， 后文大段篇幅介绍全
棉时代创立初衷、专利技术、质量把
控、原料选材、公益活动，引发不满。

广告引众怒，道歉再翻车，约等
于“在同一条河里跌倒两次”。 从根
本上说，一个企业的文化价值、行为
模式，以及对于客户的理解，是一以
贯之的。 侮辱女性的广告，“先抑后
扬”的致歉，本质上所传递的，都是

这家公司自视聪明的傲慢与功利。
应该说，全棉时代的两次道歉，

都给人以一种 “心不甘情不愿”之
感。 其第一次道歉以“广告创意”自
辩，潜台词大有喊冤意味；第二次道
歉，绝大部分篇幅都在“表扬与自我
表扬”。 一点都没有看到这家企业的
真诚认错与深度反省。 只看到一种
“敷衍”，看到了“借题发挥”“借力打
力”搞营销的饥渴。

需要追问的是， 这样一份明显不
合时宜、背离常识的道歉信，到底为何
会放出呢？究其原因，或许还是因为，近
年来不少企业普遍深陷对 “危机公关”
的策略迷信中。 对于“转危为机”“事件
营销”的理论深信不疑，玩起“舆情对
冲”“注意力转移”“蹭热点借势” 等，堪

称走火入魔。道歉，原本最简单。但是，
在“太多想法”的掣肘下，在“专业团队”
的操盘下，反倒搞得复杂起来。

在很多时候，太过刻意、太多算
计的所谓“危机公关”，只会让局面越
变越糟。企业里多有“高人”“妄人”自
信于可以凌驾民意、操控民意、利用
民意，却往往“聪明反被聪明误”。 借
着致歉大打广告， 自夸中插播 “道
歉”，这是“危机公关”邪术荼毒一家
企业正常心智与价值观的又一典型

案例。人心如镜，民声滔滔，岂是这点
小伎俩就可以操弄的？ 知错认错，是
企业挽回声誉最有效的正道。

“重术轻道”，让多少遭遇舆论
危机的企业越来越危？

摘自《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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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案例警示战疫容不得作风漂浮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曝

光了一批疫情防控违规违纪案例。 从
通报情况看，有的党员领导干部搞变
通、打折扣、做选择，敷衍应付、作风
漂浮；有的防控意识松懈，使得制度
形同虚设；有的疫情防控期间违规饮
酒，甚至参与赌博；有的漠视群众疾
苦，服务不上心不尽力；有的不但不
配合，甚至干扰疫情防控。

最近一段时间， 辽宁、 北京、河
北、 黑龙江等地均出现新增确诊病
例。 有些地方疫情出现反复，与个别
党员领导干部责任心不强、工作不细
致不无关系，也暴露出个别党员领导

干部在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容易产

生麻痹、厌战、松劲心态。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通报

非常及时， 也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它再次为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敲响警

钟：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
峻，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决不可麻痹厌
战，掉以轻心，必须心存戒律，积极担
当作为， 以好心态激发防疫好状态，
严格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工
作要求，坚决守住冬春季疫情防线。

经过去年上半年的艰苦鏖战 ，
我们在抗击疫情方面取得了重大成

果，“封城”政策解除，公共场所有序

开放，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 但客
观来说， 正因为疫情防控形势趋于
平稳， 有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心态
发生了变化，有了“松口气、歇歇脚”
的心理， 甚至觉得疫情威胁已经基
本解除。

祸患常积于忽微。 思想之弦一
松，必然给病毒留下了可乘之机。 从
刚开始局部地区出现零星病例，到个
别地区呈现多点散发态势，再到河北
短期内持续增加大量确诊病例，一些
地区防疫压力陡增，也让即将到来的
春节充满变数。

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

“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压力依然巨
大 ，冬季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
杂 。 作为疫情防控的 “主心骨 ”“主
力军 ”， 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切不可
麻痹大意 ， 必须努力克服厌战 、侥
幸 、松劲心态 ，时刻绷紧疫情防控
之弦 ，抓实抓细 、常态化精准防控
举措 ，做好各种应急预案 ，决不让
疫情卷土重来。

与此同时，针对个别党员领导干
部违反疫情防控纪律、 作风漂浮、落
实不力、不担当不作为、失职渎职等
问题，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跟进监
督、精准监督、全程监督，做到打早打

小、严查快处。
熬过寒冬，就是春天。 经过一年

抗疫作战， 我们已经摸索出了一整
套行之有效的防控工作体系、机制，
各项防控经验和举措已经稳定可

循。 但是，经验是我们做好疫情防控
的优势，不是我们盲目乐观、麻痹大
意的理由。 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严格
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的统一决策部
署，把各项防疫政策举措落实落细，
做到守土有责、 守土担责、 守土尽
责， 一起全力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
争、总体战、阻击战。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山寨“协和医院”为何越打越多
记者调查发现， 多地打着 “协

和”“同济”“华西” 等知名医院招牌
的“山寨医院”经媒体曝光后，依然
屡禁不止并有增长趋势。 这些医院
不仅“傍名牌”、假冒名医，还存在骗
钱骗保、无资质行医、大肆销售相关
产品等行为， 对患者财产安全及身
心健康存在威胁，亟待监管整治。

2020 年 7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
民政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中医药
局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规范医疗
机构名称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进
一步规范医院名称管理， 明确对于
申请登记含有协和、同仁、华山、湘
雅等知名医院相关字词的， 无相关
授权的一律不予登记。

有媒体曾统计， 在该通知下发
前一个月，“天眼查” 数据显示名称
中包含 “协和医院”“同济医院”“华

西医院 ” 的企业数量分别为 2122
家、926 家、828 家。 而记者在近日重
新在“天眼查”查询上述三家医院名
称时，这组数据不降反增，分别变成
了 2130 家、1199 家和 993 家。

多部门联合整治之下，“山寨医
院”数量为何不降反增？ 这其中既有
历史遗留之难，也有现实未解之困。
现实中，针对“山寨医院”的监管权
限不够清晰明朗，准入门槛低、违法
违规成本低，也是造成“山寨医院”
泛滥的主要原因。 由于“山寨医院”
属于民办非企业，其登记、名称核准
等手续办理在市场监督管理局、民
政局、卫健委等部门均有交叉，监管
权限较为模糊。 若有正牌医院维权
起诉且胜诉，“山寨医院” 需赔偿的
金额标准很低，难以起到震慑作用。

然而 ， “重金医治轻症疾病却

落下后遗症的新闻 ” 却屡屡发生 ，
这些事件或教训都指向同一个方

向 ：“山寨医院 ”顽疾 ，该从根本上
治治了！

患者要擦亮眼睛， 如发现非法
或违规行医， 及时向相关责任部门
举报。 “被山寨”的医院不能在发生
医疗事故后再去维权， 而是要加强
信息监测，多方式加强宣传，让普通
患者更快更好地识别品牌医院与就

医渠道。
相关部门要明确责任主体 ，并

加大执法力度。 对于“山寨医院”的
监管，需明确牵头部门，健全问责机
制，同时要加强“山寨”乱象中的违
法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治理存量、
杜绝增量，让投机行为无法继续，保
障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与生命健

康。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健康码岂能随意变戏法？
近日，某应用商店的一款 APP，

因可随意展示健康码状态引发网络

热议。据了解，这款 APP 可展示健康
码的绿码、黄码、橙码、红码状态，还
可自定义显示数据，如地区、城市、
姓名等。

防疫无小事，容不得半点儿戏。
健康码岂能随意变戏法！ 健康码本
是个人电子健康证明， 是疫情期间
的通行依据之一， 有利于更加高效
地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
虽然这款 APP 在简介中称仅作为演

示目的，二维码并非实际健康码、复
工码， 但它的出现人为制造了疫情
防控漏洞，不仅涉嫌违法，也给社会
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好在警方已对此事件介入调

查， 目前这一 APP 也已从某应用商
店下架。 不过已有 1000 多次下载，
这一点不容忽视。 当务之急，除依法
惩办相关责任人之外， 还应尽快追
查所有的 APP 下载者， 详细了解具
体情况， 有无已违规使用虚假健康
码的事情发生，等等。 互联网应用商

店服务提供者也要切实履行相关责

任，在自查自纠的同时，要进一步加
大对平台内 APP 真实性、安全性、合
法性的审核力度。

此次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
也再次提醒我们，要更加谨慎小心，
确保各项疫情防控工作落实落细落

严，相关工作人员在查验过程中，要
更加仔细甄别查验健康码真伪，真
正实现“码”上健康，避免类似事件
再发生。

徐扬 邹明仲

“戴口罩”莫成“带口罩”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一

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

行为习惯， 出门戴上口罩成了人们
防疫的重要措施。

不过， 有些地方部门在检查中
发现，不少人把“戴口罩”变成了“带
口罩”。 在一些旅游景点或商超市
场，有人把口罩装在了衣兜里，遇有
检查时才掏出来戴上； 有人乘坐城
市交通工具，不是主动地戴口罩，而

是当司乘人员询问时才不情愿地掏

出口罩来戴上； 也有些人的口罩不
是捂住口鼻，而是戴到下巴上，或挂
在耳朵上；在一些公共场所，有个别
人的口罩不是戴在脸上， 而是挂在
手腕上。

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途径之一

是飞沫传播， 戴口罩不仅可以降低
飞沫量， 也可以防止自己无意中接
触或吸入他人的飞沫， 从而有效地

遏制病毒的感染、传播与扩散。 “带
口罩”的形同虚设，压根起不到任何
防范作用。

一旦我们放松警惕， 疫情就有
可能卷土重来， 让此前的防控成果
毁于一旦， 让广大群众生命健康受
到威胁。 无论是谁，都应该继续绷紧
疫情防控之弦， 保持正确的佩戴口
罩习惯，绝不能把“戴口罩”变成“带
口罩”。 摘自《经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