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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

一支香99元

■有感而发

天歌： 这两天， 一份女儿脱
单表的照片在网上被大家转发，
网友@小乔-Jolene 国庆期间被
老妈安排满了相亲局， 晚上她给
老妈收拾书房时， 发现这个相亲
预约表。 年轻人相亲讲究 “第一
印象” “眼缘”， 但是从这位老
妈 制 定 的 相 亲 预 约 表 上 可 以
看 得 出 来 ， 她 连 对 方 身 高 、
长相等等这些最外在的条件 ，
都一概忽略了， 而只盯着对方的
车房收入， 也足以说明错位价值
观之错得严重。

手机销号前别忘给APP软件解绑

网络直播要守住底线

■每日观点

□余明辉

做大“银发旅游”要多方发力

想要做强做大 “银发旅游”
市场， 单靠一个 《旅行社老年
旅游服务规范》 等规范和引导，
还是远远不够的， 还需要更多
方面的进一步综合发力， 纠治
目前各种阻滞 “银发旅游” 的
难题。

田影： 在农历九月初九重阳
节到来之际， 湖南岳阳籍作家张
一一呼吁将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
重阳节设为国家法定假日并放假
3天， 积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
化和尊老敬老的光荣传统， 引发
网络热议。 孝道不能仅仅局限于
“重阳节”， 不能只在重阳节这天
来 “兑现”。 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心中有孝， 仍然能将孝心传递，
让父母感受到温暖， 让 “孝心”
常态化。

“高级月嫂”
不应是速成出来的

随着全面二胎的放开， 月嫂
变得越来越紧俏， 月嫂培训这一
行当也是风生水起 。 经调查发
现， 许多家政公司都提供短则7
天， 长则一个月的月嫂培训， 有
的学员甚至仅仅学了一天就去工
作了， 当被客户发现不专业还得
学会 “见招拆招 ”。 （10月9日
齐鲁网）

7天课程 、 包教包会 、 颁发
全国通用的 《高级月嫂 》 证书
……在给出美好愿景后， 是敷衍
了事的讲讲课、 公然作弊的考考
试。 这种速成的 “高级月嫂 ” ，
不 仅 降 低 了 月 嫂 这 个 行 业 的
整 体 含 金 量 ， 抹 黑 了 产 业 的
大 好前途 ， 更是对培训资源的
极大浪费。

月嫂培训的混乱， 是由于育
婴市场的前景广阔， 继而使得没
有资质的培训机构不断涌入， 为
了争取到更多培训生源， 有的培
训机构甚至担保只要交钱就能拿
证。 任何职业都当具备必然的职
业规范和职业道德， 月嫂这个职
业更是如此。 如果以速成的方式
催熟 “果子”， 只会导致消费者
们买单。 近年来， 所谓的 “高级
月嫂”、 “金牌月嫂” 虐待幼儿、
技术水平低、 服务态度差的新闻
屡见报端， 有些甚至还患有性病
上岗。 各种乱象频生， 都可以在
源头的培训环节找到 “病灶”。

实际上， 千金难求的 “高级
月嫂” 也并不难考， 但需要循序
渐进的 “养成模式”， 而不应该
是速成的。 市面上烂大街的 “高
级月嫂”， 很多都是忽略掉初级
的门槛、 中级的淬炼， 直接一步
到位至 “高级”。 这种要打双引
号的 “高级月嫂”， 在自身缺失
诚信的同时， 更构成了对社会职
业培训体系的腐蚀破坏。

月嫂市场基本是市场化发
展， 而培训则没有专门的监管机
构。 加之信息不对称， 月嫂人均
好几本的相关职业资格证书让消费
者 “乱花迷眼”。 对于月嫂培训的
规范， 靠行业自律或是让家政公司
成为 “守门员”， 都不靠谱。 应当
让具体的行政部门对其进行专门
的监督， 把 “病灶” 解决在源头
上， 方为行业福音。 □谢伟锋

记者暗访发现， 一日游景点中的西安秦陵地宫、
世界八大奇迹馆基本上都是蜡像制品和仿制品， 仿制
品粗糙低劣， 还存在文物标注错误问题。 例如， 在鸿
门宴遗址景区， 一个仿制品被标为四羊方尊， 但四羊
方尊专指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商朝晚期青铜器。
此外， 与鸿门宴景区捆绑销售的项王营， 还存在免费
赠送鸿门锦囊、 解签、 诱导烧香的套路， 一支香售价
99元。 （10月9日 《京华时报》）

□王铎

10月9日重阳节，《旅行社老
年旅游服务规范》 正式实施一月
有余，备受关注的老年人出行现状
如何？去哪儿网8日发布《2016年度
“银发”出行大数据报告》显示，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出行目的地多
在国内。报告显示，不用照顾节假
日时间、 有更多自由选择的无子

女随行出游， 成为大多数老年人
的选择， 今年超一半老人出游无
子女随行。（10月9日《北京日报》）

调查显示一半的出游老人无
子女随行！ 这样的消息无疑是喜
忧参半的。 喜的是随着我国老龄
社会的加剧， 还有这么多的老年
人没有子女陪伴也一样会选择出
游，说明我们的“银发旅游”还有
很多需求， 甚至比年轻人的旅游
市场需求还有潜力，开发“银发旅
游”市场还大有可为；忧的是，如
此巨大的亟待挖掘的“银发旅游”
市场大“矿”，现实中却还有着各
种巨大的“阻力”。

首先，旅行社大多对“银发旅
游”普遍不很感冒。虽然《旅行社老
年旅游服务规范》 等明确规定了

旅行社等不得以各种理由拒绝60
周岁以上的老人参团旅游， 不得
以各种理由额外收费， 但实际上
还是没能阻止不少旅行社拒收老
人参团旅游或高收费等，打击、遏
制了老人旅游的积极性。

旅行社之所以如此对待老人
旅游， 一方面是认为老人身体素
质、状况等原因，一旦出游便会面
临许多不可预知的潜在巨大风
险。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2013
年底， 全国60岁以上老人有2.02
亿， 其中绝大多数都有旅游需求。
然而，据估算，包括关注老年旅游以
及专门做老年旅游的旅行社，不
足200家，而且多为中小旅行社。

包括全国各大景区景点等在
内， 针对老年人旅游的专用或跟

得上服务需求的设施和服务项
目， 还存在着巨大的空白或者差
距， 不能够让老人随意舒心的旅
游。比如一些老年游客反映，有时
候跟团去了偏僻景点连药都买不
到，跟导游说也没用，旅行社也没
有配备常用药品。

由此可见，想要做强做大“银
发旅游”市场，单靠一个《旅行社
老年旅游服务规范》 等规范和引
导，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更多
方面的进一步综合发力， 纠治目
前各种阻滞“银发旅游”的难题。

一方面， 要进一步加大旅游
市场改革力度， 引导旅行社更进
一步的健康发展， 合理制定旅游
产品价格， 摆脱恶性低价等不合
理竞争和目前的过分依赖游客旅

游购物获利的潜在巨大危害。另
一方面， 要适时推出老人旅游商
业险种等， 通过商业意外伤害保
险等， 转移老人旅游中可能发生
的更多意外伤害赔付等风险。

此外， 还应通过政策支持和
帮扶等， 鼓励景区景点针对老人
设置、 建设更多更人性化的旅游
设备设施等， 让景区更适宜老年
人旅游；同时，进一步加大针对老
年人的旅游优惠政策， 比如通过
减税、 减费等手段引导景区针对
老人旅游给予更多优惠等。

只有综合发力， 打通阻滞老
人旅游道路上的层层 “肠梗阻”，
才能激发更多老人的更大旅游兴
致，我们的“银发旅游”经济才能
进一步成熟和扩大。

重阳节尽孝
贵在“心”不在“假”

“相亲排行榜”
折射错位婚恋观

更换手机号， 难道只是给大
家群发短信通知新号码这么简单
吗？ 如今， 各种各样的手机应用
APP都需要绑定手机号， 如果在
销号前不提前解除这些账户的手
机号绑定， 很有可能会面临账号
被手机号新主人误用、 冒用的风
险。 （10月9日 《北京日报》）

据统计， 目前国内应用商店
上架的APP超过400万款 ， 而且
数量还在持续高速增长 。 换言
之， 随着手机智能软件应用的广
泛普及， 我们正在使用以及曾经
使用过的APP软件可能难以计

数， 自己的手机号码究竟绑定过
多少个APP， 几乎每个人都说不
清楚。 这种情况下， 要求用户清
楚记录曾经绑定过的所有APP，
并在销号前主动解除全部绑定，
显然有些不现实。

那么， 谁该来对这些用户负
责到底呢？ 众所周知， 用户使用
APP软件， 只需要通过一定的注
册程序，就可以顺利使用了，但用
户于某时某地卸载软件时， 却无
人予以相关提示。所以，APP软件
应当对用户尽到提醒义务， 即当
用户卸载或长期停用软件时，软

件有义务提醒用户注销账户，确
保个人信息、账户资金等的安全。

在这个移动互联网的黄金时
代里， APP软件应用深入到生产
生活的各个领域， 几乎每一个手
机用户都和APP软件打过交道 ，
APP软件信息安全关系到每一个
用户的切身利益， 必须引起高度
重视。 对此， APP软件必须完善
用户退出机制， 加强与电信运营
商的沟通协作， 使广大用户既可
以放心使用各个APP软件， 也可
以不留隐患地自由卸载退出。

□侯坤

日前， 重庆市大足区一名29
岁小伙子蒋波为了让直播更火，
冒险去捅马蜂窝。 结果马蜂从裤
脚进入， 在蒋波身上叮了37处伤
口 。 目前 ， 蒋波转入重症监护
室。 (10月9日 《重庆晚报》)

网络直播内容无底线一直被
诟病 ， 可谓无所不在 、 无所不
播。 从色情、 暴力到混进大学女
生寝室全程直播， 甚至更疯狂的
“捅马蜂窝” 等等， 网络主播走
红似乎也早已不是靠吹拉弹唱或
搔首弄姿就得以成事。 然而， 纵
观这些无底线的网络直播， 虽然
内容和形式不一， 但其目的很明
确， 就是以猎奇、 裸露博取点击

率， 进而转化为收益。
虽然此前相关部门已经对直

播平台进行了多次查处， 20家网
络直播平台也共同发布了 《网络
直播行业自律公约》， 但蒋波等
人多次直播 “捅马蜂窝” 吸粉众
多， 最终将自己捅进了重症监护
室， 除了 “马蜂窝位置太高、 无
专业防护装备” 等天然原因， 也
有网络直播平台的 “底线” 不牢
的现实诱因。 看来不管是监管还
是自律， 网络平台的防线更像一
层 “窗户纸 ” ， 很容易被 “捅
破”， 甚至可以说现有的一些条
条框框形同虚设。

我们需要娱乐， 但必须有底

线。 在已有的规则之上， 只有监
管持续发力， 才能避免 “捅马蜂
窝伤了自己” 等类似的荒唐剧重
演。 首先， 网络直播平台需要围
绕自律公约坚守社会责任 。 其
次， 需要有效的外部监管来确保

“实名制” 等制度的落实。 此外，
还应细化直播内容的相关规定和
法律来划定 “红线”， 并通过设
立举报通道和使用自动鉴别抓取
系统相结合， 对逾越 “红线” 者
从严处罚等等。 □吴左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