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戳破流量造假，粉丝不该当“韭菜”

企业不能以损害员工权益来迁就投诉者

考点外跪谢母亲这场“加试”该得满分

堵住“精致走账”的暗门
前不久，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纪委监委

通报曝光了5起干部违规公款吃喝典型问
题。值得注意的是，这5起典型问题的当事
人都在报销上挖空心思，分别以场地租用
费、森林管护费、玉米种植补贴款、人工费、
清雪费等名义，将吃喝费用在单位“财务账
内列支核销”。最终，相关人员受到党内警
告、记过、开除党籍等处分。

从各地查处的相关案例来看，这几年
干部明目张胆地吃吃喝喝明显少了。然
而，“舌尖上的腐败”花样翻新，尤其是少数
人精于找漏洞、钻空子，将违规吃喝“合理
合规”入账，“洗白”违纪行为。有的把正规
公务函当作吃喝“通行证”，以“拆、分、冲、
抵”等手段，“做长天数、做多餐数”；有的在
预算上动心思，“做大预算花小钱”，吃会
议、吃培训、吃工程；还有的将就餐费用在
机关食堂通过虚列招待客商餐费等方式分

批次报销……形式花样虽不同，但账目都
做得规整、精致，看似合规合纪，实则仍是
公款吃喝，踩了纪律“红线”。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走向
纵深，中央持续发力反“四风”，狠刹“舌尖
上的腐败”。但也要看到，“四风”问题具有
很强的顽固性、反复性。高压之下，一些人
将吃吃喝喝遁入“地下”，披上“隐身衣”，躲
进“青纱帐”，在报销上费尽心机。事实上，
他们之所以精心“包装”账单，并非不懂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恰是为躲避监管，才在监
督薄弱环节寻求“突破”。作风问题根本上
是党性问题。少数干部至今仍公款吃喝、

“精致走账”，折射出他们不守规矩、不知敬
畏。

吃喝非小事，作风在其中。少数干部
“精致走账”，或许能侥幸报销一两次，但长
此以往、打开闸门，必将跌向深渊。正所

谓，“奢靡之始，危亡之渐。”两千多年前，
《韩非子》记载了“象箸之忧”的故事，对那
些过度追求锦衣玉食、吃喝享乐的人是深
刻警醒。纵观这些年落马的干部，不少人
都是从吃吃喝喝开始的。如果干部沉迷于
此，必然导致思想滑坡、作风涣散，甚至拉
帮结派、搞小圈子，一步步走上腐化堕落的
不归路。

“要把刹住‘四风’作为巩固党心民心
的重要途径，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歪风
陋习要露头就打，对‘四风’隐形变异新动
向要时刻防范。”在今年初召开的十九届中
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反“四
风”提出新要求。何以堵住“精致走账”的

“暗门”？纪检监察机关需主动出击，强化
日常监督，以“火眼金睛”精准发现问题；同
时，各地各单位也要强化财务管理、规范报
销，把好“关口”，让“精致走账”无路可走。

6月8日下午，高考最后一场考试结束，
安徽合肥十中考点大门外，考生陆续走出考
场。一位身着黄色T恤的高个小伙径直走向
人群，突然在妈妈面前跪了下去，高声说，

“妈，谢谢您，这些年您辛苦了”。母亲见状，
双手抱住儿子的头，哭了出来。

这一幕正好被住在附近的摄影爱好者拍
了下来，周围很多家长都哭了，网友们也纷纷
表示“隔着屏幕都被感动了”。很多人不由得
想起前年发生在山东淄博工业学校门前的一
幕：当年高考结束最后一门考试后，一名学生
走出校门缓缓转身，向着学校的方向深深鞠
了一躬，这饱含深情的一鞠躬，感动了很多
人，戳中了很多人心中那份关于“感恩”的记
忆。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感谢父母
师长的养育教诲之恩，本是人伦常情，但在物
质化、快节奏的时代，一些人缺失了这份感
恩，或者不知道怎样恰当表达出来。感恩是
内心真情的自然流露，真正的感恩教育应当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而这样的感恩无
疑更令人深受触动。

以安徽考生跪谢母亲为例，这突然一跪
直击人心。一个大小伙子，正是自我意识极
其强烈的时期，看似寻常的一跪，可以想象其
内心所经历的“爬坡过坎”。虽谈不上什么惊
天动地，但在大庭广众之下，却足以震撼人
心。从这个意义上讲，无疑是一堂最生动的

“感恩课”。高考固然结束了，但人生无处不
是考试，这场“加试”该得满分。

当然，感恩父母不一定都要用下跪这一
种方式，如何把埋藏于心中的爱大声表达出
来，才是关键所系。常言道：“大恩不言谢”，
国人大多崇尚含蓄，对于感恩往往讳莫如
深。殊不知，心中有爱，就应该大声表达出
来，这样才能充分传递爱意。老师和家长，有
必要引导孩子及时表达自己的感恩之情：得
到别人的帮助，记得说一声“谢谢”；向别人问
路，记得说一声“谢谢”；父母师长的无私关
照，更应该由衷地说一声“谢谢”……

懂得感恩是收获幸福的源泉。常怀感恩
之心，在心中播下仁爱和感恩的种子，收获的
将是丰厚品德和奋进人生。学会感恩，无需
动辄跪拜，但不妨从一声温馨、真诚的“谢谢”
开始。

据《半月谈》报道，近日，在公安部组织开
展的“净网2019”专项行动中，北京警方将涉嫌
研发上线名为“星援”App用于制造假流量的犯
罪团伙抓获。

2018年，明星蔡徐坤一条微博“转发量过
亿”引发社会对明星流量数据造假的关注，而背
后的“操刀者”便是这款“星援”App。这当中的
流量数据明显注水，其中仅有7953个粉丝的账
号带动了近3000万转发，实在令人咋舌。

如果仅仅就是刷量，满足一下虚荣心，最
多只是操守上的问题，还不触及违法。但问
题是，明星的流量往往带有商业价值，很大程
度上，流量越高，其所变现的能力和价值也就
越大。这么说来，对明星流量数据造假，事实
上就是一种商业欺诈。此外，在此过程中，操
刀“刷量”的“星援”App自身也是获利颇丰。
据了解，不到一年时间，其就非法获利近800

万元。
近年来，粉丝经济发展得如火如荼，逐渐

成为文化娱乐市场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此滋生
的乱象也频频引发舆论争议。“刷量”只是其中
表现比较突出、情况比较严重的一种。事实上，
在此背景下，粉丝已经不单单是一种基于兴趣
的文化建构，而是一个个有着极强套现机会的

“韭菜”。
互联网时代，拥有粉丝量的多寡，就成为

衡量一个明星是否知名的重要参数。虽然比
较现实，但不得不承认，在此背景下，流量就
是一切，有流量就意味着有商业变现的能力，
也就有利可图，一些人当然挖空心思也要造
假啦。

如果认识到了这点，就不难理解，为何
“刷量”会成为互联网时代流量造假的主要表
现形式，也不难理解这款App能被广泛使用

的原因。在一个人人都是消费者、人人都是
粉丝的时代，追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将
粉丝视为纯牟利的工具，甚至不惜采用欺诈
的方式营造粉丝对明星认知的行为，其不仅
伤害粉丝的感情，也有损商业的公平。

不过，粉丝经济的到来，是现实，也是趋
势，不可阻挡。与其拒绝，不如正视，尽快将其
纳入法治之下，加强监管和规范，使它成为经济
发展的活力部分。这需要一方面继续加大对
类似“星援”App这样的“造假者”的打击力度，
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对各网络平台的指导和监
督，避免有意引导用户消费的行为。

此外，也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和方法，
抵制资本对粉丝文化的投机、利用、操纵，切断

“刷量”的利益链。还需要让每个消费者都清醒
认识到偶像流量的本质，警惕被商业操纵，成了
粉丝经济下被收割的“韭菜”。

莫被“假精致”拖垮人生
小家电，非戴森不用；赏樱花，非日本不“刷”；选服

装，非“设计款”不穿……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很多人
对精致生活的追求渐趋热切。但一些年轻人为追求所
谓“高品质”而超越自身能力过度消费的问题，也日益
引发关注。最近一篇题为《被“假精致”掏空的年轻人》
的文章聚焦这一现象，让不少人自言“戳到了痛处”。

“假精致”，最直观的特点大概就是，表象光鲜，可
实是为了看着精致而扮得精致。正如有受访者所说，

“找最优角度发个朋友圈，就完全可以抵消花钱的痛
感。”追求有质感的生活十分正常，实现跨越式的消费
升级是个人权利，将生活品质跟“精致”对标也无可厚
非。但问题恰恰在于，如果所谓的精致只是“社交呈
现”裹挟下的假面表演，那难免因“装”而伪。如果对精
致的认知仅停留于外部的光鲜，甚至肤浅地将之视为
晒风景照、晒奢侈品、晒时尚穿着……那只会坠入“假
精致”的囚笼，非但失去自我认知的坐标，还会为其所
累、受其所害。 文/欣桦 图/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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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动动手，怎么这么难？
据最近一期《半月谈》报道，有国内外相关调查显

示：美国小学生平均每天的劳动时间为1.2小时，韩
国为0.7小时，而中国小学生平均只有12分钟。记者
在部分省份采访了解到，中小学生自理能力缺失与劳
动意识淡薄现象普遍存在，劳动时间、劳动能力“双赤
字”情况突出。

首先，要解决好孩子“没时间”“不会劳动”等问
题。其次，要避免学校劳动教育陷入课本化、游戏化、
表面化。其三，要避免社会实践蜻蜓点水、走马观
花。社会实践，本是对校内劳动教育不足的补充。然
而，由于校外劳动资源匮乏，学农基地稀缺是各地普
遍面临的情况，加上很多学校的学生是带着优越感、
怀着春游心态来走马观花一下，距离“出出力、流流
汗”的劳动体验要求相差甚远。

劳动教育不能成为鸡肋，只有家庭、学校、社会形
成共识并积极行动、落实，劳动教育才有望实至名归。

文/贺成 图/淳一兹

学三天就上岗整容
谁拿消费者开玩笑

近日有媒体记者在湖北武汉暗访了一家曾被多
次投诉的微整形工作室，其店主不但四处出诊进行微
整形手术，而且开设“微整形医生”的速成班培训课
程。店主和学员称，她们没有整形医师资格证，没基础
地学个三五天就可以上岗，干这一行比干任何一个行
业挣钱都快，进200块钱的货卖2000块钱，一年挣一两
百万很正常。

整容整形行业的类似乱象，相信大家早已不再陌
生。今年年初，贵阳一名19岁少女隆鼻手术时意外死
亡。时隔不久，安徽阜阳23岁网络女主播因整容失败
跳楼自杀，都曾引发广泛关注，且将整容行业乱象的严
重危害后果暴露无遗。

留意新闻可以发现，围绕整容相关的纠纷，多发
生在整容机构。一般正规医院也有整容整形类手术，
且往往由有资质的外科医生来完成，安全系数更高。
然而市场上的大部分整容业务其实都是由整容机构完
成，而这些机构很多都是私人作坊或者工作室，挂着美
容美体的招牌，且没有医疗机构许可证，甚至是分散在
各类居民搂中，给监管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眼下正值高考结束，每年高考季，都会掀起一波
考生整容的小高潮。对于那些有整容需求的考生要和
家长多沟通，呼吁相关部门从监管层面对整容业进行
严加治理。一味放任整容业继续野草生长，迟早会坑
害更多爱美的年轻人。 文/熊志

6月11日，山东广饶一圆通女快递员遭
遇恶意投诉，警方出面为其出具证明一事，引
发热议。张某母亲在网上参加活动获赠芒果
一箱，因包装开裂少一个芒果，为避免客户投
诉，48岁的快递员聂某自己购买了一箱芒果
以邮政快递的名义赔偿张某，被张某发现，随
后投诉聂某，圆通公司扣除了聂某2000元工
资依然遭到张某先后四次投诉。聂某为求谅
解直至下跪，张某却拨打110，要求民警将其
带离。证明中，民警认为快递员不必摒弃尊
严乞求原谅，建议圆通善待员工。圆通回应
称，已免除快递员处罚，并对其进行慰问，会
坚决抵制恶意投诉，绝不让业务员流汗又流
泪。（相关报道见A6版）

通过警方出具的证明可知，圆通快递
的员工在处理纠纷一事中，起初确有不当
之处，如在投递的物品缺少之后，没有及时
作出解释，而是自行购买一箱芒果并以邮
政快递的名义赔偿张某。最终涉事员工为

请求原谅而不得不下跪求情，令人感慨。
虽然在媒体报道后获得了免除处罚的欢喜
结果，但此事件无疑应引起重视，即企业不
该以损害员工正当权益来应对消费者的投
诉。

令人遗憾的是，一些企业为赢得市场
份额或所谓的声誉，往往无原则地迁就消
费者，不辨别投诉的真实性及合理性而“迁
怒”员工，以损害员工的正当权益来换取消
费者的满意度。就以此次事件为例，消费
者先后四次投诉后，涉事快递员即被扣除
2000元工资，如果消费者继续投诉，员工则
将被开除。

可以说，这家快递公司的做法在法理
上很难站得住脚，甚至有违反劳动法而侵
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嫌疑。要知道，被投
诉即扣除工资甚至开除，关乎劳动者基本
权益，是否在劳动者签署合同时明确告知，
是否经过职工大会讨论不得而知。进而言

之，未查明是非对错即处罚员工，其违法性
已非常明显，好在其事后及时纠正了该苛
刻做法。要知道，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奇葩
之人处处皆是，投诉并不代表有理。消费
者权益固然应受到企业重视，消费者的投
诉固然应受到慎重对待，但是，企业必须明
白，在处理投诉事宜上，理当在查明事实的
基础上“罚当其过”，不能息事宁人，刻意讨
好消费者。否则就可能诱发恶意投诉，甚
至诱发以恶意投诉来“敲诈勒索”员工，逼
迫员工委曲求全的更大的“恶行”。

理当强调，无论是消费者还是企业员工，
首先都是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应受保护的公
民。重视消费者权益的企业值得肯定，但以
损害员工正当权益乃至人格尊严来迁就消费
者的企业则不值得尊重。管理健全的现代化
公司，理当有一套透明、完善、公平的投诉处
理机制，以让消费者放心的同时更应免除员
工的忧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