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到年终岁末，一份高质量的工
作总结不可缺少。然而，翻开一些政
府部门的总结，多半是熟悉的套话，
穿靴戴帽、以空对空的也为数不少。
工作总结言之无物、玩“套路”，是形
式主义的表现，应摒弃。

一旦有了“套路”，就会产生应付
态度。如“顺手牵羊”套用网络范文，
稍加改动；将他人总结更新数据“借尸
还魂”，重复利用；“巧借外援”花钱找

“枪手”代劳，如此等等，这样的总结怎
能不充斥着空话、套话，甚至假话？

文风体现的是作风。如此玩弄
“套路”，折射出一些干部脱离工作实
际、脱离基层群众的问题。要以“转
作风”推动“改文风”，认真培养实事
求是的工作作风，不搞“好听好看”的
花把式，不搞“只说不干”的假把式，
认真做好每一个年终总结。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少女巨额打赏男主播，家长也有责任

□张贵峰

中国铁路总公司发布消息，从
明日起，铁路部门推出“铁路畅行”
常旅客会员服务，会员可凭积分兑
换列车车票。会员购买车票，积分
按照 5 倍于车票票面价格进行累
积。积分首次达到 10000 分以上，
就能获得兑换资格，兑换铁路部门
指定车次的列车车票。

“铁总”用实实在在的优惠招徕
会员，无疑值得肯定。如按公布的
积分标准计算，如果一个旅客累计
购买了2000元火车票，便能获得兑
换资格，享受一次“免费乘车”待遇。

近年来，伴随着铁路体制，尤
其是铁路企业公司制改革的不断
推进，类似的服务改进措施并不
少，如此前曾推出的网上选座、互
联网订餐服务等一系列措施。

这些铁路服务新措施，之所以
受到好评，从旅客角度看，改善了
出行体验；从铁路部门角度来看，
事实上也是市场化改革中，服务意
识不断提升的重要体现。

这种积极变化，会给社会、给
旅客一种正向预期：今天的“铁
总”，已不再是过去高高在上的“铁
老大”，而更像是一家名副其实的

“公司”，正在努力关注和尊重消费
者的“获得感”和出行体验。

当然，作为垄断性企业，铁总
的转变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上述
优惠措施，实际上早就不是什么新
鲜事物，而是中外许多航空公司一
直普遍存在的服务常态。

而相比航空公司，此次铁路部
门推出的积分奖励制度，还存在进
一步改进之处。如积分制度所能
兑换的，目前仍被限定于“指定车
次的列车车票”，福利变现还有障
碍。并且“航空里程积分”用途，也
并不仅限于“兑换免费飞机票”，还
可以广泛用于“机场接送、免费升
舱、机场贵宾厅使用”等其他十分
丰富的旅客服务领域。期待铁路部
门在“常旅客会员服务”上，也能向航
空公司等市场主体学习，在用户思维
方面，能够走得更远、做得更多更好。

积分换火车票
市场化“改”出
用户思维

新闻：宁波北仑某幼儿园老师
在家长微信群里发了一则通知，让
所有家长预交1000元“学位费”，作
为下学期学费的定金，并用铅笔在
人民币上写上孩子的名字。赵先生
认为人民币上不能随意写字，建议
通过手机转账交钱，却接到园方通
知，让他不要送孩子去幼儿园了。
北仑区教育局已介入调查，双方已
经和解。（宁波北仑教育12月17日）

点评：该走的是园长。

新闻：因被单位扣发工资，不
敢告诉老婆，一男子谎称被抢劫，
为显得逼真还用石头砸伤自己的
头。结果警察找上门，为了面子硬
着头皮继续编下去，最终把自己送
进班房。近日，广州增城一男子因
谎报警情，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广州日报12月18日）
点评：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

新闻：“您拨打的机主被依法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2月13
日，济南市平阴县人民法院联合三
大通信运营商，推出了这款惩治失
信被执行人的专属定制“失信彩
铃”。（中国新闻网12月18日）

点评：臭名远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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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值得警惕的趋势是，当人们越是轻信“网络谣言”，便越是难以形成基本的理性阅读习惯与
逻辑思维能力，这反过来又造成了对“谣言”的免疫力越来越差——这可以说是某种恶性循环了。

□然玉

近年来，带有“别再吃了”“别再喝了”“别
再用了”等字样的“关怀式”提醒类谣言在微
博、微信中频繁出现。据了解，仅去年以来，
微信辟谣工具就已对超过 100万条谣言进行
辟谣。“关怀式”谣言不仅给读者带来一些生
活上的困扰，有时还会产生严重后果。如有
的读者看到朋友圈文章说，阿司匹林在心脏
病发作时是“救命药”，而不知道部分类型的
心脏病患者服用阿司匹林反而会“夺命”，最
终酿成恶果。

自社交媒体勃兴开始，各式各样的“关怀
式”谣言就层出不穷。就其内容而言，几乎囊
括了健康养生、食品安全、公共事件方方面
面。此类谣言无一不是打着“善意提醒”的旗
号，而做着歪曲事实、胡编乱造、煽动恐吓的
事情。大量“关怀式”谣言的存在，不仅造成
了极大的信息混乱，更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公
众的理性认知和经验判断。长此以往，大家
不得不生活于一个不断被刺激、不断被恫吓

的网络社交氛围之内。而这种莫名其妙的焦
虑，甚至会由线上传递到线下。

就如同许多其他类型的网络谣言一样，
“关怀式”谣言同样肇始于社交媒介内容生产
机制天然的结构缺陷。在这套“流量为王”的
游戏规则内，阅读量、转发量与广告收益直接
相关。这必然激励某些公众号通过耸动的标
题、偏激的文风以及简单粗暴的结论去博人
眼球。其实，非但是“谣言”，就连许多不算造
谣的公号文，都普遍存在着观点偏执化、论述
狭隘化、重情绪煽动、轻理性论证等弊病。从
某种意义上，这对于民众阅读品位和思辨能
力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

一个典型的“关怀式”谣言，必然会就生
活的某方面给出绝对化的行动指导方案，诸
如“别吃××”“别喝×”等。为了支撑这一耸
动的结论，此类文章往往采取“冒用权威”“诅
咒威胁”的策略。前者多是伪造知名实验室数
据、假冒主流媒体名义等；后者灌输一种“不照
我说的做，必付出惨重代价”的咒怨……需要
厘清的是，社交媒体的内容生产者，并不会面

临严格的资质审核。这客观上造成了众多草
根网友假扮权威，堂而皇之地就某些专业议
题指手画脚。

“关怀式”提醒类谣言，迎合了社交媒介
捕风捉影、一惊一乍的一贯秉性。其大行其
道，无疑又一次表明，公众对于“专业意见”和

“民间偏见”尚无清醒区分，对于“严肃写作”
和“营销炒作”仍没明确界定。一个值得警惕
的趋势是，当人们越是轻信“网络谣言”，便越
是难以形成基本的理性阅读习惯与逻辑思维
能力，这反过来又造成了对“谣言”的免疫力
越来越差——这可以说是某种恶性循环了。
许多年轻人之所以觉得沉溺“传谣”的父母越
发难以说服，就是基于这一原因。

披着善意外衣的“关怀式”谣言，扭曲了真
相、摧毁着智力。要终结这一乱象，从根本上
说，只能寄希望于在新旧信息传播模式切换的
大背景下，尽早完成新“意见权威”的重塑。只
有将专业问题重新交由专业人士发声，并且让
公众理解、认可这种分工秩序，才能杜绝外行
人胡说八道、混淆视听的闹剧。

“关怀式”谣言摧毁着我们的智力

□小指

00后女儿小雅(化名)在加拿大留学期间
迷上某直播，三个月内打赏男主播花掉65万
多元，母亲刘女士以女儿的名义，起诉该直播
平台的经营企业要求退钱，但一审败诉。法
院认为，虽然刘女士称映客号是女儿偷偷以
其名义开设的，并通过其名下的微信、支付宝
私自消费，然而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

网络直播近两年来迅猛发展，粉丝在捧
红一批主播的同时，也逐步掌握并适应了一
种新型的娱乐乃至社交方式。2016 年更是
被称为“直播元年”，各类平台如雨后春笋般
兴起，行业内外飘着一股“人傻钱多速来”的
浓烈气息。眼下，虽然陆续有一些唱衰网络
直播的声音，称新的风口正从直播转移到短
视频领域，但几家活跃平台依然拥有大量人
气，看不出马上要灰飞烟灭的样子。当然，与
互联网其他新生事物一样，网络直播也陆续
暴露出一些问题，显示出各方参与者的无所

适从，以及监管手段的滞后。
突出问题之一，便是刘女士遭遇的未成

年人打赏。从网络直播到一些知名网络游
戏，都屡曝孩子背着家长打赏，事后遭到家长
追讨的事例。打赏行为的本质是赠与，一旦
进行就不能撤销。而具体到孩子，从法律的
角度，10岁以下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10岁至
18岁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基于此，平台与
没有消费能力及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
签署的网络服务协议，其有效性便成疑。问题
在于，很多时候孩子为了绕过父母，会有意或无
意制造出并非本人消费的痕迹。账号是以父母
的名义注册的，信用卡、支付宝账号也是父母
的，从而导致家长事后难以证明是未成年人所
为。

从这个角度说，家长自然要承担一定的
管束责任，不能以孩子啥都不懂为由，去豁免
他们的所有行为。同时，家长更大的担心，诸
如平台是否正是以各种方式，包括注册无实
名认证，没有对未成年人推出限制进入或防

沉迷措施，来诱导未成年人进行消费，则不无
道理。因为孩子本身缺乏判断力和克制能
力，这是监管部门要用力的。至于主播年轻
时尚，会卖萌耍帅，这倒不是一项原罪，而是
娱乐、社交多元化的标志。家长和学校不必
将其视为洪水猛兽，不然很容易走上越是限
制、孩子越是好奇的老路。

除此之外，另一大问题是网络直播带给
未成年人的不良示范。前段时间，“国内高空
挑战第一人”吴咏宁在直播时不慎坠落，再度
引发公众关于“玩命式直播”的讨论。在此之
前，吃活蛇、吃煤球、喝洗洁精、吸毒驾驶，都
曾陆续成为网络直播的主题。它们的受众，
很大一部分正是涉世未深的未成年人。这些
直播一方面告诉未成年人，年轻没有失败，年
轻可以冒险，只要你够有趣，就能博得关注；另
一方面又以送礼物、弹幕等形式直观地告诉他
们，只要豁得出去，就可以快速变现，彰显自身
价值。二者相加，其威力恐怕是比孩子偷了
家长的钱去讨好主播要更为值得注意的。

与互联网其他新生事物一样，网络直播也陆续暴露出一些问题，显示出各方参与者的
无所适从，以及监管手段的滞后。

“借尸还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