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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甜： 春运到来， 各类票
务诈骗呈现高发态势。 据360手
机卫士的最新数据显示， 目前平
均每天拦截的诈骗电话高达1435
万次， 其中飞机票等票务类诈骗
电话数量占比激增。 春运是各种
骗局事件的高发期间。 我们遇见
陌生人搭讪， 最好敬而远之； 即
便接触也应该随时保持警惕和质
疑； 遇见主动示好的行为， 也要
保持一定的距离， 涉及到金钱之
类的情形时， 应该果断地回绝。
面对春运大潮 ， 防骗也是必修
课。 重视隐私保护是对贫困生的尊重

天歌 ： 再过几天就春节了 ，
亲朋好友聚在一起， 大家闲聊之
余避免不了逗孩子， 一方面显得
热情； 另一方面， 看到孩子们被
逗得露出各种怪异表情， 大家哈
哈大笑的同时 ， 气氛也会更活
跃。 可是， 长辈们乐了， 孩子们
真的开心吗？ “逗娃” 大多数情况
下也无伤大雅， 但是一旦 “逗娃”
的言语和行为失去了某种度， 就
会导致过犹不及的结果。

取缔
22日， 国家多部委公布全国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结

果，上百家球场被取缔。此举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
是要坚决打破高尔夫球场“越禁越多”的怪圈。自从2004
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的禁令以来，全
国高尔夫球场反而增加了三四百家。“越禁越多” 的根本
原因在于利益驱动。 很多地方政府把高尔夫球场视为重
大建设项目，主动招商引资，为其大亮绿灯；开发商则乐
于通过球场建设进行房地产开发， 获取巨额的土地增值
收益。(1月22日新华网) □朱慧卿

春节“逗娃”
孩子真的开心吗

□戴先任

职业院校“匠士加冕制度”值得推广
�全社会都要重视职业教

育，改变对职业院校毕业生的
歧视 ， 给予所有人同等的上
升渠道与社会地位 ， 如要改
变既有的应试教育体制 ， 用
人单位也要改变唯学历论英
雄的陈见 ， 提高职业教育地
位 ， 这才能让职业院校吸引
更多优秀学子就读等等 ， 这
是治根之策。

2016年毕业季， 云南交通技
师学院91名同学获得了学院授予
的 “技位” 证书。 其中郭瑞江等
16名同学获得更高等级的 “匠
士” 认证， 接受了院长的 “匠士

加冕”。 该学院自2013年在全国
率先创立了匠士加冕制度， 参照
高等教育学位制， 设立了技士 、
匠士、 高级匠士， 并设计了 “匠
士服”。 每当毕业季来临， 院长
杨经元亲自为每个人戴上 “巧匠
冠”， 颁发 “技位证书 ”。 (1月
23日 《中国青年报》)

云南交通技师学院虽然偏居
昆明安宁一隅， 但却是全国第一
批开设轿车维修专业的院 校 之
一 ， 其 在 国 内 各 类 技 能 竞 赛
中 ， 屡 获 佳 绩 。 云 南 交 通 技
师 学 院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 与
其 “自强不息” 有很大关系。 如
该校创立的匠士加冕制度， 这是
参照了高等教育学位制， 而在以
往职业院校毕业生只能拿到毕业

证， 没有学历学位证， 而社会上
考取的职业资格证与学校考取的
职业资格证一样， 这让职校学生
更有自卑感。

云南交通技师学院首创匠士
加冕制度， 让职校学生可以拿到
“技位” 证书， 而这样的 “技位”
证书并不是那么好取得 ， “技
士 ” 和 “匠士 ” 的考核相当严
格， 学院每年只有15%的毕业生
能拿到技位证书。 2015年和2016
年， 只有164人获得 “技士” 证
书， 36人获得 “匠士” 证书， 接
受了院长的 “匠士加冕”。

云南交通技师学院创立的匠
士加冕制度， 是学校 “自救” 之
策， 这也能起到一种 “鲶鱼效应”，
能起到激励学生奋发的正向作用，

有助于技能人才的成长。
也要看到 ， 仅仅有学校的

“自救” 还远远不够， 职业教育
一直低普通教育一等， 职业教育
成了 “二等公民”， 主要原因在
于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就受到职
场歧视， 他们的工资待遇不高，
社会地位也不高， 从事的工作也
更苦且累。 职业教育恒弱， 普通
教育恒强 ， 早已形成了强者愈
强、 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在现
实中， 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很少读
职校， 这些都严重影响了职业院
校毕业生的整体素质， 让职业教
育 “弱者愈弱”。

全社会都要重视职业教育 ，
改变对职业院校毕业生的歧视，
给予所有人同等的上升渠道与社

会地位， 如要改变既有的应试教
育体制， 用人单位也要改变唯学
历论英雄的陈见， 提高职业教育
地位， 这才能让职业院校吸引更
多优秀学子就读等等， 这是治根
之策。 职业院校自己设立的 “匠
士加冕制度” 很有意义， 但要最
终让职业院校与普通高校 “平起
平坐”， 更需要制度、 需要全社
会给职业教育 “加冕”。

当然， 对于云南交通技师学
院不甘 “二等公民 ” 努力 “自
救” 的做法， 也很值得称赞。 很
多时候， 命运是靠自身努力所能
改变的， 与其怨天尤人或临渊羡
鱼， 不如退而结网、 努力自强，
云南交通技师学院的做法， 值得
各职业院校借鉴与学习。

回家过年
拒做“低头族”

尊重环卫工人从不放少放爆竹开始

新闻【快评】本版热线电话：63581010│ E—mail:bjldwbpl@126.com│校对 吉言│美术编辑赵军│本版编辑 康雪冬│２０17年 1月 24日·星期二02

看微信、 刷朋友圈是不少人
每天睁开眼做的第一件事 。 吃
饭、 走路、 坐车、 工作， 直至睡
觉都一直机不离手， 如果赶上手
机只剩下20%电量， 又无法及时
充电， 就会陷入焦虑， 不知要如
何才好……眼看着离春节越来越
近， 工作在外的朋友， 思乡的情
绪浓了， 归乡的心更切了， 待到
一家团圆时， 可别让手机剥夺了
这宝贵而又温馨的亲情时光 。
（1月22日 《南湖晚报》）

还有短短几天就是春节了 ，
对于相当一部分国人来说， 现在
不是已经回到家里准备过年， 就
是正赶在回家的路上 。 当 “回
家” 成为时下最大的一个社会主
题， 有一个问题却被有意无意地
忽视了 ， 那就是 “回家以后 ”，
我们该怎么办？ 有人可能会说，
这还用问吗， 回家以后帮着父母
进行各种过年前的准备， 或者是
走亲访友等等。 如果我们回家以
后都能够做到这些， 那当然是父
母亲人求之不得的， 但是对于很
多人来说， 当回家的激动心情平
静下来、 新鲜劲也过去了， 就开
始慢慢移情于手机、 电脑等等，
成为名副其实的 “低头族”。

回家过年当 “低头族” 的危
害是多方面的。 从身体健康的角
度来说， 回家以后原来的作息规
律和生物钟统统被打乱， 白天应
酬多 ， 晚上又熬夜 ， 身体 本 来
就 吃 不 消 ， 如 果 又 总 是 低 头
玩手机 ， 对身体健康带来的危
害是可想而知的 。 这也是为什
么一些人春节结束 ， 返程上班
以后 ， 从心理上到身体上都迟
迟无法调整过来 ， 无法进入状
态的根本原因 。 所以从保持身
体健康 ， 过一个健康祥和春节
的角度考虑 ， 我们也应该远离
手机等电子终端设备， 拒做 “低
头族”。

有句话说得好 ： 家人在哪
里， 家就在哪里。 我们之所以要
回家过年， 是因为家里有我们的
家人， 有家人才有家， 那么我们
回家首要的 ， 也是最重要的任
务， 就是陪伴家人， 并且通过这
种陪伴增进与家人的感情、 抚慰
父母对我们的思念之情。

□苑广阔

去年夏天， 西城环卫局环丽
中心工人吴跃、 郑伟在作业时，
遇到一过路女子大喊 “抢劫 ”，
两人毫不犹豫， 立刻起身追赶，
成功将抢包嫌疑人制服后移交警
方。 这件事后， 他们就成了队里
的名人， 可是他俩却没把自己当
作英雄， 自称是 “小人物”， 也
并没有因此骄傲。 俩人坦言， 事
后也会后怕， 但如果还有下次，
还是难以 “抑制 ” 自己的热心
肠。 随着春节来临， 队里不少人
返乡过年， 他俩开始主动加班，
“干好本职工作才是我们的头等
大事”。 （1月23日 《北京晨报》）

眼瞧着春节就要到了， 街头
到处是急匆匆赶路的归家人， 大

家都在盼望着大年三十晚上一家
人团聚的美好时刻。 然而， 在凛
冽的寒风中， 环卫工人仍在不分
昼夜地辛勤劳作着， 为了我们这
座城市的清洁美丽。 即使是大年
三十晚上至大年初一凌晨， 他们
也会离开自己的亲人 ， 冒着严
寒， 连夜清除烟花爆竹皮。

燃放烟花爆竹是国人表达喜
悦、 庆贺新春的一种传统方式。
这一流传很久的习俗不但会带来
空气污染、 噪声、 火灾、 能源浪
费、 人员受伤的不利后果， 还会
给环卫工人带来极大的工作量，
他们必须连夜清除烟花爆竹垃
圾， 让他们在本应阖家团圆的日
子里， 不得不加班工作。

所以 ， 为了首都的蓝天白
云， 为了减少雾霾天数， 为了能
够让辛勤的环卫工人能够在春节
期间和家人踏踏实实吃上几顿
饭， 我们应该提倡过一个文明祥
和的春节。 一是移风易俗， 尽量
不放烟花爆竹。 让春节期间北京

的天空上蓝天飘着白云， 人们都
能畅快地呼吸。 二是如果实在觉
得不放烟花爆竹就不痛快的话，
您就尽量少买少放， 意思意思就
成了； 三是一定要尊重环卫工人
的劳动， 过绿色春节， 以减少环
卫工人的工作量。 □许庆惠

针对近日一些媒体报道的有
地方学校评定助学金时让学生
“当众比穷” 的情况， 教育部22
日下发通知， 要求进一步加强和
规范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
工作， “保护受助学生尊严”。
公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受助情况
的内容， 不能涉及学生个人及家
庭的隐私； 评定学生家庭经济状
况时， 不能让学生当众诉苦、 互
相比困。 （1月23日中新网）

评定识别贫困学生并予以资
助有助于其顺利完成学业并改变
命运 。 但如何有效识别贫困学
生， 则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 至

少不应当让贫困学生自揭伤疤，
“当众比穷”， 否则， 就可能在物
质上实现扶贫的同时导致其精神
上的伤害。

实践中， 已毫无必要再要求
贫困生通过公开宣扬贫困信息这
一公开揭露伤疤的方式来争取救
助 。 一是可以要求学生自行申
报， 让自认为符合条件的学生如
实填写相关信息， 并辅之于民政
部门证明 、 疾病诊断证明等材
料。 二是应结合大数据和信息共
享优势， 综合各方面因素对贫困
生的进入 、 退出和惩戒作出判
定。 如可与金融部门协作配合，

定期获取贫困生个人及直系亲属
的资金流水和消费清单， 实现精
准判定。 此外， 应做到保密与公
开的有机结合。 确保资助项目，
申请条件， 评审过程， 资助结果
的公开透明， 有据可查。

简而言之， 只有把贫困信息
真正地作为隐私来对待， 并在公
开与保护之间适当平衡， 坚决摒
弃带有羞辱性质的 “公开比
穷”， 才是对贫困生的最好尊重。
才能既确保贫困生评定过程的公
平合理， 又避免对受助者带来不
必要的精神伤害， 让教育公平落
到实处。 □史洪举

■每日观点

面对春运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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