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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烧烤
“烤”问城市文明

随着春季天气转暖，市区街头巷尾露天
烧烤出现回潮，浓烟滚滚、油污遍地，食品卫
生也令人担忧。（《大同晚报》3月 14日 ）

笔者由此联想到一个词汇。老外把户
外烧烤叫 BBQ，国人中的年轻人最近创造了
一个网络热词叫芭比 Q，意味着“完蛋了”的
芭比 Q 并没有让露天烧烤从环境整洁的城
市里消失。

还有一句古诗也很贴近——“野火烧不
尽，春风吹又生”，但这不应是露天烧烤的存
续状态，城市文明需要更有智慧的管理和更
有共识的全民认知一起努力。

还城市一个清朗环境，不仅仅是因为我
们正处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大考阶段，还
因为“烧烤一时爽”会产生环境污染、大气污
染、健康损害，形成脏乱，带来公共卫生安全
隐患。

虽然道理人人都懂，但面对露天烧烤，
人们的习惯思维往往是“丈二的灯笼——照
得见人家，照不见自己”。城市管理固然需
要常抓不懈不留死角，作为城市的一分子，
每一位市民也得有“城市是我家”的爱惜之
情、呵护之心。

摊点和车辆、行人共享一条道路，市民
和摊主共享一个环境，管理者和摊主共享一
样的空气，共享之下，任何一种只在意自己
利益的表现都不仅仅是一种自私，更是一种
不文明行为。

市民要有意识，摊主要有责任。经营要
想 长 久 ，就 不 能 只 是 想 挣 一 把 一 过 的“ 快
钱”。更低碳的烧烤器具，更清洁的燃料烤
炭，更环保的排放设备，也许会增加成本，但
换来的是城市清洁的环境和空气，还有健康
安全的美味。真正愿意把自己的小我融入
城市文明大我的安身立命信条，才是经营的
生命力。

城市管理者则要更有智慧和担当。法
治与德治，问题清单与清单时时新时时消，
把解决问题和创新管理结合好，露天烧烤才
有可能在城市文明的框架里找到美味与健
康的有条件选项，而不是有人为所欲为和人
人知之而不为的无约束干扰项。

一针见血 白毅鹏＞＞

年收入50万？家庭教育指导不是“躺赚”
近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

育促进法》的实施，以及公众对家庭教育
指导需求的不断升温，家庭教育指导师、
培训师市场乱象频出，不少培训广告虚假
宣传、夸大宣传，称考这类证书没有学历
门槛，1 个月可以拿证，时薪达到 1000 元，
年收入可达 50 万。此外，还有机构进行
非专业家教辅导，甚至违背“双减”政策，
出现了变相补课行为。

家庭教育指导师的培训乱象，可谓五
花八门。谈及该证书的含金量，营销人员
会用各种噱头吸引报名者，比如，打着家
庭教育促进法的旗号宣传，将其作为“政策
支撑”，向人们勾勒这一证书的职业“钱”
景。同时，不同机构的课程内容、报名费用
并不相同，考试时间、内容、形式，甚至连发
证机构也不尽统一。简单来说，就是给钱

能轻松拿证，至于证书含金量究竟如何，恐
怕只有培训机构心里清楚。

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实施后，“依法
带娃”观念受到社会认可。但不是每个家
长天生都是教育家，随着大家越来越重视
家庭教育，在如何教育孩子这件事上，家
长也需要得到科学指导，因而可以预见相
关培训市场的前景。然而，鱼龙混杂的培
训机构，在培训内容、课程体系、考核颁证
方式等方面极不规范，不但起不到向社会
普及家庭教育方法的作用，反而容易蹭热
点、赚快钱，制造证书焦虑。

面对培训机构天花乱坠的营销，从业
者应该擦亮眼睛，不要听信对方的虚假宣
传，不要在没有实质用途的证书上乱花
钱，更不要有“高薪金饭碗”“躺着赚钱”等
过于功利的想法。

正如全国政协委员胡卫所说，相关培
训变成学科“私教护身符”，一些“私人教
师”改头换面，以“家庭教育指导”之名继
续行学科补习之实，这违背了国家“双减”
的教育改革方针。长远来看，想要避免家
庭教育陷入误区，亟待国家强化对家庭教
育工作的指导、规范，细化相关培训标准，
将家庭教育指导纳入公共服务范畴，缓解
供需矛盾。

完善家庭教育指导工作，要强化优质
资源供给能力。面对旺盛的社会需求，人
才培养是关键一环。只有让更多专业力
量参与进来，形成成熟稳定的管理、服务
人才梯队，家庭教育指导的专业化、规范
化程度才能大幅提高，家庭教育才不会迷
失方向，培训机构才难再浑水摸鱼。

据中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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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直说 ＞＞ 任翔宇

为把好“外防输入”关口，全面掌握入
同返同人员信息，助力疫情精准防控，我市
开发了“同路通”申报登记系统，开始在高
速口、火车站、高铁站、机场、汽车站等交通
卡口推行使用。（《大同晚报》3月 10日）

“同路通”申报登记系统，包含入同返
同人员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居住地、出
发地、出行方式、目的地、是否提供核酸检
测报告、身体是否有异常等疫情防控需要
排查的相关信息。入同返同人员过卡前完
成信息登记，随后会生成一个二维码，卡口
工作人员扫码即可查验。该系统还将适时
推送信息至各县区，街道、乡镇可第一时间

查看辖区内的来返人员信息，及时排查并
实施精准管控。

此前，卡口防控人员手工登记，量大、繁
琐往往造成拥堵，通行效率降低，现在一个二
维码就解决了，而且为后续防控工作带来诸
多便利，这样的技术开发和管理创新确实好。

这有点“多码归一码”的意思，增加了便利。
我们经常遇到的情况是繁复、罗嗦的

多码（卡）查验。比如，在进入大型商超、医
院、车站、办公楼等公共场所时，要求亮码
亮卡，出示了行程码还得调取健康码，面对
一些人的疑惑，执勤人员往往会以“一码归
一码”作解释。

按照疫情防控有关规定，这样的要求
并不过分，但看两码确实非常浪费时间，尤
其在需要人脸验证或者流量不好使的时
候，好多人排队等候，一个人暂且通不过，
客观上给大家带来诸多不便，容易形成阻
滞，也增加了查验人员的工作负荷。公众
无不期盼“多码合一”。

为提高效率只看健康码显然不行，因
为不看行程码可能导致疏漏，所以，各类公
共场难以避免查验多码的繁复状况；另一
方面，全国各地都建有自己的健康码平台
却很难实现互认，给群众跨省出行造成很
多不便，甚至还有“码上加码”“层层加码”

的现象发生。今年全国两会上，多名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建议有关部门对健康码实
行全国统一管理，并将健康码、行程码合
并，设法实现“一码通行”。这个建议迅速
登上微博热搜，引发广泛关注和热议。

事实上，“多码归一码”已是众望所归，
破解的关键就在技术问题和管理智慧。像

“同路通”这样，将各种信息汇集到一个二
维码，一扫便明，就是很好的探索和尝试。
而各地之间多一些信息互通和共享，破解
瓶颈也并非难事。

期盼“一码归一码”早日实现“多码归
一码”。

期盼“一码归一码”早日“多码归一码”

为了营造公平公正的网络购物环境，近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网络消费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于
3月 15日起施行。《规定》对网络消费合同权
利义务、责任主体认定、直播营销民事责任、
外卖餐饮民事责任等作出明确规定。

《规定》的出台意味着保护消费权益
再升级，特别是让消费者在网络消费中更
加安心放心。

如今，网络购物已成为公众消费的主
要方式之一，各种电商平台层出不穷。然
而，面对鱼龙混杂的电商平台，由于缺乏
强有力的监管措施和技术手段，利用网络
欺诈消费者的现象时有发生，加上不少消
费者维权意识淡薄，当权益受到侵害时，
很多人常常自认倒霉，吃“哑巴亏”。

比如，不少消费者的快递包裹选择寄
放，而这一行为通常被认定为“已签收”，当
消费者发现购买的商品出现破损或有问题
时，有的商家会以“签收商品即视为认可质
量合格”为由拒绝退换。比如，有时消费者
因对商品进行必要检查而拆封，并不影响
商品完好，有的商家会以已拆封为由拒绝
退货退款。再如，网购附赠的奖品、赠品或
换购商品，若发生质量问题或给消费者造
成损害，电商往往以奖品、赠品属于免费提
供或商品属于换购为由不予担责。

新出台的《规定》，对上述种种网购常
见的侵权行为做了明确说明，填补了相关
规定的空白。

对消费者而言，还需提高维权意识，尽
量选择正规的购物渠道，当合法权益受到侵
害时，要学会留存视频、图片及文字截屏等相
关证据，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网络消费防掉坑
法律武器来护身

有感而发 ＞＞ 魏冬妮

2022 年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要落实落细稳就业举措，着力
解决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突出问题。

当前，网络招聘平台为各类求职者
广泛应用。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部分
网络招聘平台存在信息水分多、账号管
理乱等问题，甚至涉诈涉黄，导致求职
者合法权益遭受不法侵害。

记者发现，“0门槛”入职、“钱多活少
离家近”之类信息在部分平台上并不少

见。青团社兼职App的“在家做”板块中，
存在大量鼓吹“零基础学PS”“0元学配音”
后就能赚取高薪的“无门槛兼职信息”。
记者体验发现，此类招聘“高额学费是真，
高薪就业是假”，实为求职“大坑”。

有关专家表示，网络招聘平台是落
实稳就业政策的重要工具，亟须提升治
理效能，严格执行行业规章，净化行业
发展环境。网民也要提高警惕，不要轻
信虚假宣传而上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