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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

一套房里开8家公司

■有感而发

斯涵涵：6月10日下午2时左
右， 广东省揭阳市空港经济区地
都镇南陇水库发生一宗意外溺水
事件，致3男1女死亡。据悉，死者为
原新华中学高三毕业生。每年高考后
期，全国各地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
高考学生溺水死亡事件。 揆诸过
往， 这不过是众多悲剧中的一个
缩影。 每年暑假都是青少年安全
事故频发的时期， 高考生溺亡呼
唤生命安全教育， 更呼唤家庭与
社会担负起应有的责任。

网购病假条折射信任危机

划毁、涂抹二维码为哪般？

■每日观点

□乔木

高考为何能创造如此多“天价”商机

高校招生信息及往年数据
没有及时传达到考生及家长的
手里， 必然会给考生及家长造
成措手不及与时间紧迫， 从而
逼迫着他们不得不花高价求助
于咨询机构。

徐义闯： 6月1日， 甘肃陇南
成县卫生计生局官微发布了一条
纪念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成立36周
年的政务活动信息， 引来一些网
民的跟帖议论， 官微管理员与多
名网友在网上多次互评转发， 双
方均 “言辞犀利” 互不相让。 据
悉， 涉事微博管理员已被批评教
育。 官微回应必须是及时、 理性
和准确的。 应该是单位、 部门的
正式回应， 而不应沦为管理员个
人的情绪宣泄 “平台”。

高温津贴落实
何时不再难

高考之后， 考生和家长即将
面临志愿填报 “大考”。 从去年开
始， 我国全面实行平行志愿录取投
档以后， 许多考生和家长对填报
哪所大学、 哪个专业更加 “拿不
准” 了。 在这种背景下， 高考志
愿咨询服务应运而生 ， “大数
据 帮 你 填 报 上 好 大 学 ” 之 类
的广告比比皆是 ， 部分 “一对
一” 咨询价格更是一路被炒至数
万元的 “天价”。 （6月12日 《京

华时报》）
一年一度的高考刚刚过去 ，

其在狂赚了几乎所有公众热切关
注的目光同时， 也几乎调动了所
有能够调动的社会力量来为其提
供保障。 这当然无可厚非， 毕竟对
于绝大多数人的一生来说， 可能只
有一次参加高考的机会， 而且这
一次高考也极有可能决定其一生
的幸福与命运指数。

也许正是这种火爆到极致并
且几乎达到了全民参与程度的
高 考 热 潮 ， 给 众 多 的 商 家 、
机 构 创 造 了 无 限 的 “ 天 价 ”
发财商机 。 从每天收费近3000
元的 “高考休息房”， 到高校自
主招生考试前高达7000元每天的
“突击式集训”， 可谓花样翻新，
“商机” 无限。 而今， 又出现了
令人更加意想不到的 “天价” 收

费现象， 考生及家长向所谓的专
业机构咨询一下高考志愿填报问
题， 咨询费竟然被炒到了数万元
的 “天价”。

那么， 一个个普普通通的高
考又为何能够创造出如此多的
“天价 ” 商机呢 ？ 笔者以 为 原
因 应 该 是 多 方 面 的 ， 但 最
根 本 的 原 因 应 该 主 要 有 以 下
两点 。

其一， “一考定终身” 的观
念尚未从根本上得到转变， 甚至
还显现出了愈演愈烈的趋势。 一
方面， 在绝大多数民众及考生的
心里， 还依然将高考作为决定一
生命运的最佳路径选择， 甚至被
许多人视为能够出人头地的唯一
出路。 所以， 不论是考生还是家
长， 都会不惜一切代价并且全身
心地投入到高考 “事业” 中来。

那么， 也就自然难免有商家或者
培训机构抓住这种 “天赐 ” 良
机， 进行一年一度的疯狂敛财，
于是便催生了 “天价高考房” 以
及天价考前集训班。 另一方面，
社会所提供的成才与就业渠道过
于单一， 逼迫着家长与考生不得
不将 “宝” 全部押在高考上。 社
会发展到今天， 我们仍然不得不
承认， 重学历轻能力的现象依旧
普遍存在于就业季的各种招聘过
程当中。

其二， 高考志愿 “天价” 咨
询费的产生不能全部归罪于考生
与家长。 尽管考生与家长也想通
过正规而且专业的渠道， 来增加
自己的 “胜算” 与 “把握”， 并
且为此而花点咨询费也能够被人
们所理解。 但问题是， 这些所谓
的咨询机构又是凭什么敢于要出

数万元的天价呢？ 笔者以为， 其
根本原因还在于被咨询机 构 当
作 “噱 头 ” 进 行 炒 作 的 高 校
招 生 信 息 及 往 年 数 据 没 有 及
时传达到考生及家长的手里 。
本 就 对 高 考 填 报 志 愿 门 路 不
甚 清 楚 的 考 生 与 家 长 ， 手 里
再 不 掌 握 高 校 历 年 来 的 相 关
招 生 数 据 ， 或 者 是 这 些 相 关
数 据 直 到 高 考 志 愿 填 报 之 前
才 急 匆 匆 被 有 关 部 门 及 高 校
发 布 出 来 ， 则必然会给考生及
家长造成措手不及与时间紧迫，
从而逼迫着他们不得不花高价求
助于咨询机构。

可见， 并非是考生与家长们
多么愿意为了填报高考志愿而花
费上数万元的咨询费用， 而是那
些本该早早面世的相关信息与数
据来得太迟了。

新京报记者检索发现， 在网
上有大量商户在兜售假 “病假
条”， 并承诺保真， 但假条真实
度遭多家医院否认 ， 而制作假
“病假条” 的成本低廉， 相关素
材从网络购物平台上可轻易购得。
律师表示， 私刻公章制假属于违法
行为， 购买假假条则涉嫌合同欺
诈， 被发现后可能会受到公司处
理。 （6月11日 《新京报》）

请病假必须出示病假条 ，向
单位提供有效证明， 证实请假事
由的真实性，既是制度所然，也是

员工必须履行的一项义务。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讲， 病假条是一份
“诚信证明”。然而，网店公开叫卖
病假条，怂恿员工“装病”骗假，显
然是一种出卖诚信的欺诈行为。
不管这种病假 条 是 真 是 假 ，相
关的网店 、购买者均应为自己
的欺诈行为 “埋单 ”；如果病假
条货真价实 ， 出具虚假证明的
医生，也应承担违法责任。

网购病假条，折射信任危机。
诚信需要正义力量去支撑， 需要
制度和机制去呵护， 让守信者得

到褒奖， 让失信者得到一定的惩
戒。特别是，网店不是无德之所，
更不是法外之地， 应设置专门的
网上管理机构， 配备专职执法人
员， 对网购行为实施专项管理，
全程监控， 发现 “异常交易” 情
况， 及时介入。 比如， 对于售卖
病假条的网店， 轻则实施经济重
罚， 并在网上公开曝光； 重则责
令其退出网购市场， 永远限制进
入。 对于网购病假条者， 不仅进
行处罚， 而且将其列入失信 “黑
名单”。 □汪昌莲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一间不足百平方米的出租房
里居然出现8家 “公司”： 主卧是 “农副产品公司 ”，
次卧搞 “箱包服装公司”， 餐厅是 “土特产公司”， 就
连卫生间也被利用做成 “化妆品零售公司” ……更令
人哭笑不得的是8家公司有8个老板。 （6月12日 《安
徽商报》） □ 王铎

进入6月，不少地区迎来夏
季高温期， 高温津贴也进入发
放时间。记者注意到，目前全国
至少已有28个省份明确了津贴
发放标准。 而本月，全国范围内也
将开展用人单位遵守劳动用工和
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情况专项检
查， 高温津贴发放情况被列入
其中。 (6月12日中新网)

很多省份的高温津贴发放
时间， 都是从6月开始， 因为
一般到6月， 很多地区就将迎
来夏季高温期， 而因为各地存
在的气候条件差异， 各地的高
温津贴发放时间也不尽相同，
如北京、 山西等北方地区的发
放时间段为6到8月， 而海南省
的发放时间长达7个月， 为4到
10月。 多地明确了津贴发放标
准， 在去年山东、 陕西等地还
上调了津贴标准。

但高温津贴发放仍然存在
诸多问题。 比如执行难、 落实
难， 还有如多地的津贴标准多
年未变等。 像广东从2007年开
始， 高温津贴标准就是每人一
月150元， 从未调整， 河南省的
高温津贴标准也是2008年制定，
是每人每工作日10元。 而近年来
物价、 工资都在上涨， 多年未
变的高温津贴， 就有所滞后。

高温津贴最大的问题 ，就
是对一些于户外劳动者来说，
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高
温津贴等福利变成了对劳动者
的画饼，各地的标准很明确，但
用人单位无心执行， 不给劳动
者发放高温津贴， 违法成本太
低， 其原因在于， 劳动监察部
门、 工会组织等对用人单位的
监管与监督往往乏力。

面对高温津贴难落实的问
题， 需要职能部门加强对企业
的监管，实行相应的惩处制度，
要能疏通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要主动帮劳动者维权。 相关部
门要将服务下沉， 加强对露天
作业与建筑工地等场所的检查
力度， 主动去解决广大劳动者
的实际困难， 为劳动者排忧解
难。 □戴先任

有市民反映， 昌平不少公租
自行车桩上的二维码贴纸被撕
毁， 原本扫码就可租用的自行车
无法正常使用。 记者昨日走访发
现该情况普遍存在。 租车平台热
线工作人员称， 二维码都是统一
配置， 目前被毁坏的也没法重新
做。新一批的站点和车桩推出时，
对二维码的设置会改进， 避免人
为破坏。 （6月12日《北京晨报》）

眼下， 咱北京市的公共自行
车已经达到5万辆， 深受租用者
的喜爱。 公共自行车被公认是绿
色出行的便利交通工具， 是解决
公交地铁 “最后一公里” 的最佳

选择。 特别是在应用了互联网+
技术后， 租车者不用像以前那样
非得去办卡， 而只要用自己的智
能手机中支付宝功能扫码即可租
车， 极大地方便了用户。

本来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大好
事， 为什么会有人非要把二维码
破坏掉， 让好端端的公租自行车
闲置在车架子上呐？

有人觉得是 “黑车” 司机干
的。 理由是公租自行车的出现抢
了他们的生意； 有人认为是持卡
租车用户干的， 因为有时租不到
车， 所以一旦破坏了二维码， 用
支付宝扫码的用户就租不成车；

还有的人认为也可能是扫码用户
干的， 先将二维码拍到手机上，
再将二维码破坏， 取车时读取已
经拍下的二维码就可借车， 而别
人无法扫码。

其实， 到底是谁在破坏二维

码， 附近的高清探头都会记录下
来。 甭管是出于什么动机， 破坏
公租车桩上的二维码都是违法行
为。 相关部门应依法依规对破坏
者进行严惩， 以利于车辆的管理
和使用。 □许庆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