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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寒门贵养”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近两年来， 一种专门给短视频点赞为主要工作内
容的网络兼职，以“轻松赚钱”“月入过万”等噱头，让不
少人心动。真有这种好事？记者近期调查发现，所谓“点
赞”兼职，背后暗藏着平台诱导他人充值会员、拉人头
发展下线等行为，一些手法近似于传销。近期，一些从
事刷赞工作的机构和平台出现卷钱跑路现象， 更凸显
行业乱象。（1月16日 新华社） □朱慧卿

谢庆富 ： “99.9%的新冠病
毒十分钟被茶水杀灭。” “效果
最好的是红茶， 多喝茶水是有好
处的。” 近一周多来， 一条宣称
“茶水可以杀灭新冠病毒” 的视
频， 在各朋友圈、 微信群、 视频
平台等渠道广泛传播。 谣言能大
行其道， 很大程度上说明科普工
作做得还不是很到位。 社会各界
都应当组织民众参加各类科普活
动 ， 大力加强公民科学素质建
设， 提高识谣抗谣能力。

年终总结考评容不得形式主义弄虚作假大行其道

年终总结的目的是什
么？ 是回顾工作， 总结经
验， 查找不足， 吸取教训，
以利来年进步、 发展 。 年
终总结考评本是一件很严
肃的工作， 搞到形式主义、
弄虚作假的地步， 实在有检
讨、 规范改进的必要。

□张刃

■今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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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儿童护肤产品
要进一步强化监管

让公筷公勺
成为“新食尚”

李雪： 近日， 一起疑似婴儿
护肤品引发 “大头娃娃” 事件，
引起了人们对儿童护肤品市场的
关注。 虽然目前该事件还有待相
关部门给出明确调查结果， 但儿
童护肤品市场中， 一些不法商家
违规宣传产品功效、 非法添加违
禁成分、 规避监管等问题却屡见
不鲜 。 儿童护肤品唯有质量过
关， 才能够确保使用者的安全。
对儿童护肤产品市场， 须进一步
强化监管。

在宁波北仑大港工业社区
里， 社区主任胡淼正和一家文具
企业的人事管理人员一起为孩子
准备文具套装礼包， 将寄给员工
的孩子作为新年礼物。 还为留守
员工设置了一间可供视频连线的
会议室 ， 方便大家 “云拜年 ”，
一解亲人间的相思之苦。 （1月
17日 《宁波日报》）

常言道， 有钱没钱， 回家过
年。 过年， 承载着广大游子浓浓
的乡愁， 特别对于不少异地打工
者来说， 一年一度的春节， 更是
一年中最盼望和父母及孩子举家
团圆的日子。 但今年面对严峻的
新冠疫情防控形势， 大量外出务

工人员顾全大局 ， 舍小家为大
家， 选择了留守就地过年。

笔者以为， 要让外地务工人
员安心过年， 最重要的就是合力
营造起“家”的氛围。其一，精心安
排好年夜饭。一顿年夜饭，看似小
事，但在游子心里，它的分量却是
沉甸甸的。 年夜饭是团圆饭和幸
福饭， 让留守的外来务工人员吃
上可口的年夜饭，让他们产生“此
心安处是吾乡”的暖意，又能使他
们身在远方的亲人放心；其二，开
展充满温情的“云团聚”服务，积
极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通讯及技
能上的指导服务， 特别是帮助文
化程度较低、 年龄较大的外来务

工人员跨越“数字鸿沟”，让他们
双方传递新春的祝福，从“乡音”
中感受到团圆的年味； 三是提供
多样化的“精神年货”。留守过年，
对于外来务工人员来说， 省去了
走亲访友的时间，相对比较休闲，

通过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富
有过年习俗的文体活动， 不仅可
让外来务工人员感到这个特殊的
年，过得充实而有意义，而且也体
现了一个城市的大度、包容、热情
和真诚。 □费伟华

合力营造让外地留守员工安心过年的氛围

做好科普工作
遏制谣言扩散

套路

一些不太富裕的打工家庭，
在孩子身上却很舍得花钱———
一双 760元的运动鞋只穿一个
月 ， 为明星偶像打榜每月花掉
1000元…… “寒门贵养”“未富先
奢” 在农民工子女的成长过程中
并不鲜见。教育专家表示，父母关
爱孩子的出发点无可厚非， 但真
正的富养是品格和精神上的厚蓄
滋养， 而不是过分追求超出能力
范围的物质“富足”，吃苦耐劳精
神任何家庭都需要 。 （1月 15日
《工人日报》）

很多父母“贵养”孩子出于

三种补偿心态， 一是自己小时候
生活条件较差，吃过不少苦，没享
受过什么， 就想通过补偿孩子来
补偿自己； 二是父母常年在外打
工，不能陪伴孩子，想通过物质补
偿陪伴的不足； 三是怕孩子因条
件差在学校或“朋友圈”受歧视，
想通过补偿物质条件， 给孩子塑
造一种“平等”的环境，塑造自尊
心。这些补偿心态都过于物化、失
之偏颇，违背了教育的规律。

“寒门贵养” 不是补偿是溺
害。父母在外打工，非常辛苦，收
入并不高， 但子女在有求必应甚

至有求超应、未求即应的“贵养”
氛围中，很容易对父母收入、家庭
环境等形成错误的认知， 陷入一
种家庭条件尚可甚至优渥的假象
之中， 而这种假象反过来又会影
响孩子的心理， 助长他们的虚荣
心和攀比消费心态。 当孩子的错
误认知形成了惯性， 便会觉得一
切都是理所当然， 就难以理解父
母的劳苦， 难以对父母养成感恩
之心。“寒门贵养” 不利于培养孩
子的拼搏意志， 不利于孩子的健
康成长， 对孩子是一种害， 对父
母也是一种害。 □李英锋

新华社14日播发综述 《破形
式主义之弊， 减基层负担之重》，
令人联想到年终考评工作。 按照
惯例 ， 每逢岁末年终 ， 大小机
关 、 企事业单位都要搞总结考
评。 因为是 “惯例”， 所以难免
有 “套路”； 因为有 “套路”， 所

以难免形式化、 走过场， 甚至弄
虚作假， 应付差事。 这种总结、
考评， 如果是下级报告上级， 且
由上级评定优劣， 在某种意义上
也是基层 （至少是某些 “笔杆
子 ”） 的压力甚至负担 。 因此 ，
会 “走捷径” 的， 索性找人捉刀
代笔 ， 以致网上 “代写年终总
结” 的生意相当火爆。

年终总结的目的是什么？是
回顾工作，总结经验，查找不足，
吸取教训，以利来年进步、发展 。
这项工作除了当事人、亲历者，别
人是做不来的。如今竟有“写手”
捉刀代笔，而且生意火爆，可见那
些“总结”大多属可有可无之列，
以致假冒伪劣颇有“市场”。倘若
能够顺利通过 “考评”“验收”，则
不仅写的、交的、听的、看的都在
应付差事，而且可以断言：如此虚

无缥缈的“总结”，不要也罢。
单位总结上网找“写手”的毕

竟是少数， 但许多单位的领导们
也很少自己动笔，甚至懒得动脑，
往往交由 “笔杆子” 代劳。“笔杆
子”们轻车熟路，都知道这类文书
该写什么和怎么写。打开电脑，轻
点鼠标，粘贴拼凑，洋洋大观。多
数套话、旧话可用，添点空话、大
话无妨，反正没有人认真看。问题
是，这样的总结徒耗人力、纸张，
有何实质用处？

总结如此，考评如何？根据已
有“经验”，上级认真审阅、有针对
性地点评的极少， 大多是收上来
束之高阁了事。被考评者“心里有
数”，要么应付差事，要么弄虚作
假，皆以“顺利通过”为准。然而，
如此“考评”又有什么意义？

年终总结考评本是一件很严

肃的工作，搞到形式主义、弄虚作
假大行其道的地步，实在有检讨、
规范改进的必要， 必须要刹一刹
此类歪风了。要求总结者、被考评
者端正态度， 特别是树立正确的
政绩观，把总结、考评当做不断进
步和发展的机遇，认真对待，这样
的要求未免过于泛泛。 重要的是
上级部署要求及考评方法要科学
严谨，要认真考评，让应付差事、
弄虚作假者没有缝隙可钻， 查出
来还要接受惩处。

总结不必面面俱到， 力戒套
话、 废话。 要总结出个性化的特
点， 说出新话来。 不准 “报喜不
报忧”， 成绩一大篇， 问题一点
点。 说大话的要问责， 查问题是
重点， 并且要做出具体的实事求
是的分析。 不如此， 所谓的总结
只能是表面文章。

考评不必全都量化， 数据不
能说明全部， 而且许多工作不是
单一的孤立的数据可以衡量的。
数据造假的事例屡屡出现， 表明
有人摸清了 “套路”， 在搞 “文
字游戏 ” 之外 ， 又玩 “数字游
戏” 了。 考评缺乏科学、 严谨的
方法， 难免作弊、 走过场， 甚至
“数据出官”。

事实上， 如果不是必须， 大
可不必要求人人 、 层层繁琐总
结、 考评。 许多工作做在平时，
许多问题解决在萌芽， 何必年终
“算总账”？

年终岁尾， 正是总结工作、
展示成绩之时， 也是分析问题、
总结教训之时 。 此种严肃的工
作， 容不得形式主义与弄虚作假
从中做梗。 毕竟这种坏风气一旦
形成， 要彻底改就更难了。

商务部近日印发《商场、超
市疫情防控技术指南》，其中要
求餐饮服务单位要为合餐顾客
提供公筷公勺服务。 但记者日
前探访发现， 北京多数餐厅尤
其是平价餐厅依然不主动提供
公筷公勺， 市民合餐也常碍于
情面不会开口要公筷， 使用公
筷公勺“事儿多”“显生分”的观
念仍然存在。（1月15日《北京日
报》）

围桌合餐是我国传统饮食
文化， 家人亲友围坐在一起筷
来箸往， 其乐融融的背后却也
为病毒病菌提供了传播通道。
尤其疫情发生后， 引发人们对
很多日常生活“关键小节”的反
思，其中之一，就是使用公筷公
勺， 从源头上阻断病毒细菌在
餐桌上的传播，既保护自己，也
保护他人。

但从媒体的报道看， 虽然
政府不断倡导 ， 相关举措不
少， 社会共识也逐渐形成， 但
具体到实践中， 使用公筷公勺
依然难以成行 ， 甚至依 旧 是
一句口号 。 其中除了餐饮服
务单位缺乏主动和引导， 更在
于市民出于 “情面” 上考量，
“事儿多” “显生分” 等观念
仍然存在， 结果就成了推行公
筷公勺路上的绊脚石。

餐桌上多一份公筷公勺，
市民健康就多了一份保障。 使
用公筷公勺或许是少了点 “人
情味 ”， 但实际上却更卫生 、
更健康、 更文明， 自然也应该
是更有 “人情味”。

就此而言， 全面实施公筷
公勺制度， 让健康和文明成为
“新食尚”，既不能单兵突进，也
不能浅尝辄止， 而是需要政府
相关部门、 餐饮服务单位和消
费者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从我
做起，共同努力。而这三者中，
最核心的还是对消费者要增强
公筷意识的培养， 摒弃不该存
在的思维定势和固有观念，自
觉主动地从一筷一勺做起。只
有将观念彻底扭转过来， 公筷
公勺才能成为被广泛理解和接
受的“新食尚”。

□张国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