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春市名校周边的一些小区

如今成了地下补课的大本营。在
邻近一重点中学的小区内，大大
小小的牌子上写满了托管、补课、

小升初辅导的字样，补课的门类
也涵盖各个科目。部分补课班还

有伪装，在长春市一所中学正对
面的街上，一家普通的书店，每天
晚上5点以后，都有学生鱼贯进

入。（《半月谈》4月15日）
教育部等四部门近期联合印

发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

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
理行动的通知》，但这个被称为

“最严禁补令”颁布后，部分校外
补课班转入地下，办到民宅中，违
规补课变得更加隐蔽。据记者实

地暗访，不仅在中学对面书店背
后由简陋的补习班在“潜隐”，而
且补习班外甚至有家长在讨论通

过微信、银行转账、由书店店主首

付款等方式缴费，为办班首付款
行为“打掩护”，这种现象实在让
人诧然！

实施“最严禁令”，这一善意

无尽的举措不仅面临现实中培训
辅导机构“躲猫猫”的应对，更出
现了家长即便花钱也为辅导班

掩盖鄙陋的“助纣为虐”，这种畸
形确实让人迷惑不解。也更让承

担治理责任的职能部门尴尬不
已。但如果我们深入分析一下，
也不难发现导致这种畸形的幕

后原因。
这也恰恰戳中了这次专项治

理的“软肋”———仅仅停留在职能

部门“治”而忽视对源头预防综合
施治的缺漏和不足。校外辅导班

长盛不衰、鱼龙混杂但也市场繁
荣的实际告诉我们，对校外辅导
机构的治理在工作上可以“专

项”，但治理上“绝非专为”，校外
辅导市场的混乱无序、中小学生
过重课业负担的结痂成型，离不

开社会教育观念尤其是家长教育
观念鄙陋之“功”。很明显，要想取

得校外培训机构尤其是针对中小
学生的辅导机构的治理成效，实
现从根本上减轻过重课业负担并

端正师德师风的效果，这场“专项
治理”没有局外人，不仅仅是职能

部门的事，更是学生、学校、家庭
和社会的“共同课题”。

许朝军

补课班“躲猫猫”
戳中治理的哪根软肋

■多棱镜

“退订回T”，看到推销短信

后，成都市民阿琳（化名）回复了
一个“T”，希望不再收到这样的
短信。然而，连续回复多个T后，

垃圾短信不仅没有被“退订”，发
送的频率反而更高了。回复“T”

到底能否取消推销短信的接收？
成都商报记者以商家名义暗访
短信代发平台，得到的答复是：

退订回“T”，只是一个形式，“就
算用户回几百遍‘T’，也没用。”
（4月15日《成都商报》）

短信退订成了互联网世界的

“牛皮癣”，最直接的原因是商家
不诚信。说好的“回T”就可以退
订，而实际上反而通过大数据把

此类用户归为“活跃”对象，成为
商家实施短信轰炸的对象，这是

商家以不诚信行为消费用户的
诚实，商家食言而肥，用户则饱
受短信骚扰，情绪受到影响，属

于典型的损人利己行为。因此，
要清除互联网世界的“牛皮癣”，
首先需要商家回到诚信经营的

商道上来，否则，短信“牛皮癣”

不会自动消失。
垃圾短信成了“牛皮癣”，用

户难以退订，关键在设计程序有

缺陷，没有实现“回复T”则停止
推送的目的，反而像触发了“机

关”一样，成为重点关注的对象。
修改设计程序，真正做到“回复
T”就停止推送，用户不会受到类

似的骚扰。那么，谁来修改短信推
送程序呢？毫无疑问，谁受益谁负
责，其中包括短信广告主、短信平

台、电信运营商等，凡受益者一个

都不能轻易推卸责任，唯有让受
益者集体担责，否则，谁没有尽到
责任谁就受罚，才能彻底堵住程

序漏洞。
短信难退订成了“牛皮癣”，

根源在于法律法规缺失，没有刚
性制度约束。短信广告主、短信平
台、电信运营商等是无利不起早，

当约束垃圾短信的规则缺失，资
本就会想尽一切办法钻空子，从
中获得额外的利益。而当软件开

发商定制一款流氓程序就可以更

疯狂地向用户推送垃圾短信，并
从中获利而毫发无损，这种“经
验”就会被普遍应用。所以，一天

不堵住规则漏洞，监管不长牙齿，
不能给商家一点颜色看看，仅凭

舆论呼吁不解决根本问题。由此
而言，面对垃圾短信退订的“坑”，
监管部门该出手了，否则，不仅没

有顺应舆论呼声，而且还是失职
渎职。

犁一平

堵住短信退订玩套路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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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的“坑”，监管部门该出手了，否则，不仅没有顺应舆论呼声，而且还是失职渎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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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问诊可参考不可依赖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不

少患者喜欢通过手机社交APP，
向认识的医生咨询病情，一些旨
在搭建患者与医生之间沟通的

APP也随之出现，并引来业界关
注。（《工人日报》）

网络问诊有它的优势，但至少在
目前阶段，还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求医
问药，患者必须对此有清醒而理性的认

识才行。最好只将其当做一种参考，而
不能把其视为自己到医院求医问药的
代替品，那样可能会耽误自己正常的

诊疗，不利于恢复身体健康。 苑广阔

工伤认定应摒弃二日之限

某单位员工李强“脑死亡”后，
妻子孙梅坚持抢救治疗，导致李强
的法律认定死亡时间（“心死亡”时

间）超过48小时，无法被认定为工
伤。为此，孙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要求法院撤销当地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门对其丈夫作出的非
工伤认定决定。（《法制日报》）

抢救 48小时内死亡才算工
伤，对这样的认定标准，不仅死者
家属难以接受，公众也很难理解。

究其原因，不同疾病有着不同的特
点和规律，再加上现代医疗技术的

发展，为病患争取了更多抢救时间，
这个抢救时间会越来越长于“48小
时”。如果死守这个时间标准，很有

可能迫使家属因为工伤保险赔偿问
题，而放弃抢救与治疗希望的情况，

这显然不是法律的本义。 祝建波

落实工作怎成落实办公室

龙船巷社区（化名）是西部某市
主城区的“迎检社区”。当地干部解
释说，这是专门用来迎接领导考察

或检查的“明星社区”。因领导来的
多，各部门的重点工作、创新工作

很多都拿到这里落实。社区一间
2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在4年内
竟被3家不同的区级部门前后装

修3次，每次花费十几万元。但装
修好、挂了牌子后，却基本闲置，工
作效果就体现在各部门在最基层

的社区落实了一间办公室。这种现
象并不少见。（《半月谈》）

落实工作变成落实办公室、工
作下沉变办公室下沉。为迎检而
生，迎检之后便人走灯灭，像这样

不间断地打造仅具政绩价值的“样

板超市”，纯属劳民伤财。 何勇海

■快评论

竖梅花桩防人留宿 少情怀缺担当
■名人坊

近日，有市民经过柳州市滨江西路9号

楼时，对这里竖立的密密麻麻的“梅花桩”深
感疑惑。记者了解到，相关部门在此设立这
一片“梅花桩”，是为了防止流浪人员在此聚

集扎根。（4月15日中青网）
50米长廊，林立的“梅花桩”，乍一看煞是

壮观，给人以特别的感觉。然而，当人们弄清
原委、明了设置初衷，便觉得既刺眼更扎心，
使出这招对付流浪者，未免太过冷漠无情。

出于城市市容和形象的考量，类似做法
此前也有曝光过，个别城市在天桥、立交桥
底下浇筑水泥立锥，借此赶走栖身于此的流

浪人员，曾经引发公共舆论的质疑和批评，
认为这样做显得冷血、不人道，缺失起码应

有的人文关怀和包容姿态。“梅花桩”尽管看
上去比水泥立锥光鲜得多，却更加凸显出城
市管理者的“冷思维”。

街头流浪者是多种因素催生的特殊群

体，如果不是事出有因谁愿意流落街头？力所

能及地给予其救济、帮助和安置，是城市管理
者应有的责任担当。各地政府部门为救助流
浪人员方面做过不少投入和努力，但受诸多

条件限制以及个别流浪者自身原因，救助硬
软件存在短板也是不争事实，街头流浪者仍

然比较常见，这需要给予更多关怀、包容和更
给力的安置，而不是想办法驱赶了之。

据称，相关街道、社区已于 2017年 8月

将聚集于此的流浪人员疏导至一座无人居住
的民房内，既然已经“妥善安置”何须担心流
浪人员再度大量聚集，如此不惜代价设立“梅

花桩”岂非多此一举？民生大于天，流浪汉的
安置也是最现实的民生课题。水泥立锥、梅花

桩貌似立竿见影，城市变得整洁、卫生、亮丽
了，但让流浪者无处“流浪”显然不是现代城
市文明正确的创建和表达方式。

范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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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说新语 乱用远光灯

北京晨报 晨语

夜晚行车，总有人为了自己开车方便，随意打开远光灯。 为了有效解决乱用远光
灯这一违法行为，4 月 12日，太原市交警支队在省城府西街新建路口安装测试“乱用
远光灯采集系统”。 一旦投入使用，对不按规定使用远光灯的，交警部门将依法给予记
1分、罚款 100 元的处罚。（《山西晚报》）乱用远光灯不仅对路上的司机造成影响，还
同样累及路人。 对乱用远光灯者记分罚款，希望这一举措早日在各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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