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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微整形安全事故频
发，各种非法微整形工作室成为医
疗事故重灾区。记者暗访发现，武
汉一家微整形工作室店主不但四处
出诊进行微整手术，还开设3天~5
天微整速成班课程，涉及针剂、线
雕、手术等多种品类。据店主和学
员称，虽没任何从医资质，但学员
只需交6800元，经培训后便可开
一间微整工作室，按进价10倍给
顾客打针，便可轻松年入过百万。
（据《新京报》）

无任何从医资质，几天速成，
年赚百万……微整形速成班乱象令
人心惊。然而，在存在风险的情况
下，依旧有不少学员趋之若鹜投入
微整形行业，也有不少消费者盲目
选择此类不正规的工作室进行

“危”整形，实在后果难料。有关
部门应加大监管力度，规范微整形
行业运营；广大消费者更要理性从
事，切莫把自己金贵的脸给人当成
随意乱来的试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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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理性看待“同行举报”

墙皮脱落实属突然
监管缺位则是根本

□贺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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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小时，而中国小学生平均每天的劳
动时间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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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半月谈》）

目前而言，我国青少年劳动教育，确
实存在两种现象：要么是直接缺失，要么
是流于形式。而如何让劳动教育重新归
位，则是亟待扭转的问题。

要让劳动教育重新归位，首先，要解
决好孩子“没时间”“不会劳动”问题。现
在，很多孩子不是“不爱劳动”，而是“没时
间”“不会劳动”。很多父母，别说主动教
孩子如何劳动，就是整理房间、打扫卫生、

洗碗等家务，也通常是大包大揽。在他们
看来，只要孩子好好学习，把作业写完，就
是对自己最大的报答。如此，孩子“没时
间”，也“不会劳动”，就是顺理成章了。

其次，要避免劳动教育陷入课本化、
游戏化、表面化。学校当前的劳动课，实
际是“综合实践课”，真正动手实践的内
容并不多，绝大多数学校仅满足于开了
课、完成课时，劳动教育课本化、游戏化、
表面化现象突出。不仅如此，许多学校
以学生安全为由，以课代劳、以教代劳、
以说代劳、以画代劳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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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同样匮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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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不仅离“出出力、流流汗”的劳动
体验要求相差甚远。

□冯海宁

炎炎夏季，一场格力电器对奥克
斯空调能效比不达标的实名举报，开
启了一场空调行业的“暗战”。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6月10日深夜回应称，已
通知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有关情
况尽快进行调查核实。11日上午，中
国消费者协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格力
实名举报奥克斯生产销售不合格空调
产品事件，关涉产品质量和消费者权
益，中消协对此高度关注。（详见本报
今日14版）

上述两家企业是国内空调市场竞
争对手，恩怨已久，此前涉及专利、
挖人等纠纷。而此次举报事件，由于
时间点在“6·18”年中促销来临之
前，举报的问题又比较敏感，显然是
一条“大新闻”，会引发监管者、行业
企业、消费者等方面高度关注。

相关部门如何调查处置该事件有
待观察。笔者以为，不管该事件结果
如何，无论是对空调行业而言，还是
对消费者来说，都不是什么坏事，而
是一种好现象。

这是因为，如果格力举报的奥克
斯空调问题属实，奥克斯将会因为生
产销售不合格产品、虚假宣传等问
题，违反 《产品质量法》《标准化法》

《广告法》等法律法规受到有关部门惩
罚，消费者也会对问题企业用脚投
票，这对其他空调企业是一种警示教
育，既有利于规范市场秩序，也有利
于保护消费者权益。

假如格力举报问题不实，也要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反不正当竞争
法》 第十一条规定：经营者不得编
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
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
誉。违反第十一条规定的，由监督检
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

响，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三
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另外，还可能违
反《刑法》。

从监管角度来说，企业公开举报
同行也是一种好现象。因为即使法律
法规再完善，监管体制机制再合理，
也可能存在某些监管漏洞，而无论是
企业内部人举报，还是企业举报同
行，都是对监管的一种补充和完善。

如果有关部门最终对这一事件的
调查处置严格依法、公平合理，对行
业、消费者、市场监管者都能带来好
处，笔者推测，今后还会有其他企业
来效仿。对于这类举报，如果举报者
既有事实依据又有法律依据，可视为
良性竞争，有驱除劣币之效。但如果
某些企业是不实举报、损害同行合法
权益，则是一种恶性竞争，这是我们
观察这类同行之间公开举报的基本判
断标准。

□徐剑锋

“我的车在小区车位上停着，没想
到半夜刮大风，隔壁小区住宅楼的墙皮
脱落，砸住了我的车。”6月 10日上
午，家住市区建业森林半岛小区的胡女
士向记者反映。（详见本报昨日03版）

外墙作为建筑的一张“脸面”，由于
长时间经受日晒雨淋、热胀冷缩的“考
验”，老旧、变质、腐蚀危如累卵，脱落只
是个“时间问题”，且已成为“悬在城市上
空的痛”。更令人悲愤的是，由于无法在
第一时间找到“祸首”，大多数人“中枪”
后只能选择沉默、自认倒霉。

可以肯定的是，墙皮不会无缘无故
突然脱落，它必然有一个松垮和掉渣的
过程，如果能重视每一个征兆、苗头和隐
患，考虑得更细一点、防范得更主动一
些，安全事故就会大大减少甚至可以避
免。

毫不讳言，墙皮突然脱落看似偶然
事故，实则是长期忽视安检、保养的必然
结果。德国学者贝克曾讲过：风险的消
除，需要制度设计上的补全，而制度对应
着责任，责任包含在现代性的“保险原
则”中。维护建筑安全，责任重于泰山，
细节决定成败，必须有未雨绸缪的战略
意识——“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
结果”。这就有赖于城市管理者必须打
起十二分精神来，从小处着眼、细处着
手，多一份细心，少一份马虎，多一点一
丝不苟，少一点粗枝大叶，真正承担起

“以人为本”的建设和管理职责，尽最大
努力消除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请认真检查一下可能突然脱落的墙
皮，走出“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怪圈，
除了要把安全细节做到位外，长远来看，
以制度红线为外墙装饰材料划出禁区，
必须上升至“国家规范”，这样才能让“墙
皮雨”止步于此，不再成为随时要命的

“刀子”。

@澎湃新闻：#流量背后#
2018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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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了解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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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援”APP用于制造假流量的犯
罪团伙抓获，该APP不到一年时间
非法获利近800万元。

点评：对粉丝文化背后涉及的
违法行为，当然要严厉打击、整
治，但法律只是底线，不能解决所
有问题。由于粉丝群体普遍低龄
化，他们很多追星行为虽然并未违
法，却有明显的低俗、拜金倾向，
是非不分、真假不辨、价值观缺
失，这些才是更严重的问题。

@人民网：#“买短乘长”逃
票# 浙江一对情侣“买短乘长”坐
高铁半年多累计逃票 40次。目前，
逃票男子霍某已被行政拘留 10天；
其女友忻某也被行政拘留 5天，同
时两人被铁路部门纳入失信名单。

点评：“买短乘长”企图蒙混
过关逃票，这种不把聪明才智放在
为社会服务上，反而想多占社会便
宜的人，本以为自己很聪明，但到
头来只会聪明反被聪明误受到社会
制裁。

@新华网：#退张电影票有多
难# 电影票不能退改签理由成立
吗？一些霸王条款为什么迟迟改不
动？记者近日展开调查。一些专业
人士建议，针对电影退票纠纷相关
部门要明确“退改签”的具体规
定，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受侵
害。

点评：长期以来，电影票“一
经售出、概不退换”，其症结在于
背后牵扯多方利益，涉及影院收
入、影片票房、第三方平台等。但
归根结底，这些都不是影院忽视观
众权益的理由，在法理上也站不住
脚，监管部门应尽快出台管用的强
制性规定，让电影票退改签不再

“老大难”。

缺失的“劳动课”该如何补

只要有坚强的持久心，一个
庸俗平凡的人也会有成功的一
天，否则即使是一个才识卓越的
人，也只能遭遇失败的命运。

———比尔·盖茨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博士说：
“凡你我所做的事都起源于两种动
机，性的冲动和能成为伟人的欲
望。”

———戴尔·卡耐基

每个动人的故事，都带你去
见一回别人的世界，寻找另一个
自己；每个温暖的瞬间，都照亮
你的心房，帮你重拾炙热的梦
想。若不能以梦为马，飞跃天
际，便以梦为光，砥砺前行。

———王宇昆

遍 阅 人 情 ， 始 识 疏 狂 之 足
贵；备尝世味，方知淡泊之为
真。

———洪应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