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要大声责骂年轻人， 他们会立刻辞职的”
“毕业4年， 我换了13份工作” ……网上有关年轻人
频繁离职的文章不少， 一言不合就 “裸辞” “闪
辞”。 一些年轻人 “这山望着那山高”， 缺乏定力，
频繁跳槽， 希望以此来增加收入或是谋求高位。 可
是， 工作换来换去的多， 事业有所起色的少。 （8
月28日 《人民日报》） □赵顺清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闪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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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代驾行业不能再野蛮生长了

■世象漫说

随着微信的广泛使用， 不少
中小学幼儿园以班级为单位建群
促进家校联系。 然而实际中， 原
本的交流平台发生变异， 有的学
校在其中发布教学内容， 家长好
比 “助教” 一样被绑架在学校教
育中， 产生心理焦虑的同时也给
学生造成更大的课后负担； 有的
群还异化成 “攀比群 ” “马屁

群” 甚至培训机构的 “广告群”。
（8月28日新华网）

毫无疑问， 家长QQ群、 微
信群等的流行和普及， 已经成为
学校老师和家长之间进行沟通、
交流的重要平台和方式。 从布置
作业、 到家长给孩子请假、 学校
组织活动需要家长配合、 再到家
长就班级学生们的学习情况提出
建议和意见， 供学校和老师改进
工作等等， 都可以在 “家长群”
里面来完成， 随时随地、 省时省
力。 这种学校和家长、 老师和家
长、 家长与家长之间全新的交流
和沟通平台的出现， 也算是一种
与时俱进。

但是， 各种班级群、 家长群
的盛行 ， 也带来一些问题和弊

端 ， 遭 到 了 很 多 家 长 和 老 师
的 吐 槽 。 比如不少家长反映 ，
对于一些超过课程标准的知识 ，
老师按规定不能在课堂上作要
求， 于是通过微信群布置， 教的
重任就落在了家长的肩上 。 再
比如按照教育部要求， 小学一二
年级不能布置书面作业， 而各种
家长 群 就 成 了 变 相 违 规 的 渠
道 。 当 家 长 群 异 化 为 “助 教
群”， 无形之中就加重了家长们
的心理负担。

然而围绕家长群的异化所导
致的问题， 还不止这些。 在一些
家长看来， 很多家长群已经沦为
了 “攀比群” “马屁群” “广告
群 ” ， 既让人生厌 ， 又让人无
奈 。 一些家长喜欢在群里晒自

己孩子所取得的各种成绩 、 荣
誉， 比如画画比赛获奖了； 跳舞
比赛获奖了， 或者是出国旅游的
各种照片等等， 无形之中在家长
当中造成了攀比心理， 也加大了
其 他 家 长 的 焦 虑 情 绪 。 而 有
些 家 长为了讨好老师 ， 无论老
师随便在群里说句什么话， 家长
就又是点赞， 又是送花， 或者是
一片讨好、 奉承的话， 结果既让
老师感到难为情， 同时也让其他
家长不满。

实际上站在老师的角度来
看， 家长群就是供老师发布各种
信息， 和家长进行沟通交流的一
个平台， 通过这个平台可以实现
快速高效、 事半功倍的效果。 所
以家长不能把其当成是普通的聊

天群 ， 在里面聊一些和老师工
作、 学生学习无关的事情， 同时
也不能把其变成一个讨老师欢
心， 给老师留下所谓好印象的地
方， 所以客套话还是少说为好，
否则其他家长有意见， 老师也觉
得难为情。

为此， 在老师或某个家长建
立 “家长群” 之初， 就不妨订立
群规， 约法三章， 以避免以后产
生这样那样的问题 。 对于违反
“群规” 的家长， 要给予及时的
提醒和警告， 一再违规者， 则实
行禁言制度等等。 “家长群” 的
良好生态、 和谐氛围， 关系到老
师的教学、 学生的学习、 老师和
家长的沟通等等， 所以确实需要
“减负”， 需要各方共同的呵护。

别让家长群成为家长的负担

电子商务便利了人们的生
活， 形形色色的二手交易平台应
运而生。 但二手交易平台上交易
常见的 “到手刀” 等骗局、 女性
卖家被涉黄信息骚扰等乱象也随
之而来。 （8月28日中新网）

在物质丰富、 消费升级的当
下， 不少家庭中都有了闲置的物
品， 大到汽车、 家具， 小到餐具
书本， 和他人互换有无， 既充分
利用了资源， 也节省了资金， 跳
蚤市场应运而生， 随着电子商务
的兴盛， 二手交易平台从线下转
到线上， 原以为更加方便快捷，
却不料步步惊心。

针对网友指责 ， 某平台表

示， 公司对有害信息的清理从未
间断， 但因确实精力有限， 并不
能纠察出全部有害内容。 此外，
对 于 一 些 不 法 分 子 使 用 一 些
敏 感 度比较低的涉黄词汇 ， 不
管是机器还是人工， 工作难度都
很大。 此语固然陈述了一定客观
因素， 但不是平台推卸管理责任
的借口。

相关部门要针对二手交易平
台实际情况， 及时制定细化、 详
尽的行业规则， 明确各个市场责
任主体的责任与权利， 使交易各
方都能照章办事 ， 强化行业监
管， 倒逼二手交易平台企业规范
性发展， 加强市场监督力量， 维

护消费者权益， 另一方面电商要
承担起企业责任， 严格落实法律
法规， 提升管理水平， 强化技术

防控能力堵住交易漏洞， 让不良
人员无机可趁。

□斯涵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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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群 ” 的良好生
态、 和谐氛围， 关系到老师
的教学、 学生的学习、 老师
和家长的沟通等等， 所以确
实需要 “减负 ”， 需要各方
共同的呵护。

□苑广阔

■每日观点

河南洛阳村民李某因为
“土地证” 上自己的名字被写
错一个字 ， 20多天里跑了15
趟，在镇、区相关部门间“打转
转”，始终没改成。无奈之下，李
某将自己的遭遇记录下来，经
当地媒体披露后，区委主要领
导作出批示 ： 这是懒政不作
为、 作风不实、 为民服务意识
不强的典型表现 ， 要一查到
底、 严肃问责、 从严处理。 当
日下午， 区委区政府即召集有
关部门专题讨论解决此事。 会
上， 相关部门负责人称， 李某
的问题 “他们也是第一次遇
到， 由于没有明文规定， 只能
按惯例处理。” 有报道称： 会
后，“红了脸、出了汗”的相关部
门的局长、 书记、 所长等人专
程到李某家中表达歉意， 并且
现场办公完成了错误更改。

这件事的结果看似圆满 ，
但过程及有关表述却让人有话
要说。

为改一个字 ， 跑了20天 ，
15趟， 竟然没办成， 有关部门
某些人的懒政、 不作为确实堪
称 “典型” 了。 那么， 这些人
为什么会懒政？ 不作为是不是
“惯例”？ 能不能举一反三， 以
儆效尤？ 其他地方存在此类问
题者， 该不该引以为戒？

假如不是李某忍无可忍 ，
假如媒体不曾披露， 假如主要
领导不看报 ， 也没有什么批
示， 这件事会不会继续拖下去
呢？ 领导批示下达， 有关部门
“专题讨论”， 辩称 “第一次遇
到” “只能按惯例处理”， 能
算 “红了脸、 出了汗” 吗？ 局
长、 书记、 所长登门道歉， 能
算 “严肃问责 、 从严处理 ”
吗？ 现场办公就更改了错误，
说明这件事办起来并不难， 也
不是不能办， 莫非 “惯例” 只
是对付老百姓的？

有了上述质疑， 媒体报道
的 “相关负责人明确表示， 将
吸取教训， 深刻反思， 确保不
再发生类似问题”， 恐怕很难
令人信服。

“放管服” 改革推行有年，
洛阳案例再次告诉人们， 革除
积弊任重道远。

□一刀 （资深媒体人）

假如没有
领导批示

天气渐凉， 三五朋友小酌，
酒酣耳热之际， 本想找个代驾解
除后顾之忧， 可随着代驾市场规
模越来越大， 许多行业乱象开始
充斥其中 。 醉酒代驾 、 资质不
全、 漫天要价、 临时加价……快
速成长的代驾行业还有许多问题
待解。 (8月28日新华社)

媒体调查发现， 代驾人员有
网络平台注册司机， 有本地代驾
公司雇员 ， 还有单干的 “黑代
驾”。 代驾行业乱象重重， 与代
驾准入门槛低， 公司监管不力有
很大关系。 代驾行业为开车一
族提供了方便， 这个行业的存在

并无问题， 而且还应予以支持，
但代驾行业要能健康发展， 不能
野蛮生长。 “黑代驾” 等行业乱
象， 不仅可能侵害顾客的正当权
益， 还可能造成危害公共安全的
严重后果， 不具资质的代驾人员
甚至会成为 “马路杀手”。

对于代驾行业的行业乱象，
亟待予以遏制， 要能将其纳入健
康发展的正轨。 对此， 一方面需
要改变监管缺位的现状， 要能统
筹代驾业务的相关监管主体， 要
加强对代驾行业的监管； 另一方
面， 要加强行业规范， 要明确代
驾企业与司机的准入标准， 要对

代驾公司与司机严格要求， 适当
抬高代驾准入门槛， 不能让代驾
行业成一个什么人都能往里装的
筐。 同时，对于消费者来说，也需
要多一些维权意识、安全意识，要
提前检验代驾人员的驾驶执照等
证件，索取相关凭证，不把车交给
“问题之人” 代驾，否则， 这虽然
避免了自己酒驾， 但可能又会让
自己惹上其他的麻烦。

规范代驾行业， 保护的不仅
是请代驾的消费者的正当权益，
也是在保护道路交通安全与社会
安全， 保护民众生命安全与公共
利益。 □戴先任

治理“黑救护车”
更须强化公共急救服务

教辅APP进校园
须配好“安全锁”

李雪： 福州的刘女士说， 暑
期开始， 孩子除了上培训班还要
在线学习。 不少学校为了推动信
息化教学， 方便家长和学生及时
准确地掌握学习动态， 在推广使
用教辅类APP。 然而， 作为一种
新的方式， 教辅APP缺乏监管 ，
甚至成为课外培训的网络版。 教
辅APP进校园虽无可厚非， 但关
键是上好 “安全锁”。 教育主管
部门应对其应用功能进行规范性
限定， 防止其成为网络版的课外
培训。

■有话直说

对二手交易平台要强化监管

张西流： 月收入15万～50万
元， 月行程4万公里以上， 无照
无证经营的 “黑救护车” 拿病人
生命赚钱。 8月26日晚， 广西南
宁 电 视 台 的 直 播 节 目 《向 人
民 承 诺———电视问政 》 曝光南
宁市各医院门前停靠的 “黑救护
车” 及其背后的利益链。 “黑救
护车” 横行， 击中了公共急救服
务软肋。 因此， 在治理 “黑救护
车” 的同时， 更须强化公共急救
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