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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论

辽宁新近出台的人口发展规划
提出，到2030年，总和生育率提高1
倍，即每对夫妻生育1.8个孩子，探索
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
策，这引起了社会热议。

辽宁人口形势相当严峻，人口自
然增长率在近7年时间里6次出现负
增长，尽管人口呈现净迁入状态，但
净迁入的规模只有几十万人，这使得
辽宁的常住人口连续3年下降。人口
增长的乏力叠加经济结构转型，影响
了辽宁的经济增长势头。这些使得

辽宁成为全国最早开始探索鼓励生
育二孩的地区。

辽宁的人口现状是经济发展的
结果。国际经验显示，一般而言，城
市化水平越高，人均GDP水平越高，
生育率越低。作为工业化最早的地
区，辽宁曾经是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
的省份，1982年的人口普查显示，辽宁
的城市化率高达42.36%，仅次于三个
直辖市，远高于广东的18.62%。沈阳
国有经济占比高、计划色彩浓，这些因
素都加剧了生育率的下滑趋势，提升
了老龄化的程度。某种程度上讲，辽
宁的现状也是全国趋势的先行指标。

历史经验显示，生育率一旦下
降，就很难提高。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实施的2016年，多年累积的二孩生育
需求都没有让辽宁人口的自然增长
率变为正值，辽宁人口的生育意愿可
见一斑。

尽管如此，鼓励生育政策仍然是
必要的人口政策，这对于延缓人口老
龄化的趋势至关重要。辽宁能率先
进行政策探索值得表扬，但政策能否
奏效需要做很多“水磨功夫”，绝非一
纸规划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由于
双职工家庭的比重和女性受教育水
平的提高，家庭抚养子女的成本非常

高，生育率要有突破，还需要完善配
偶陪产假制度，鼓励雇主为孕期和哺
乳期妇女提供灵活工作时间安排及
必要的便利条件，在普惠性托儿所和
幼儿园等公共服务方面有更多投入，
以解决生育二孩的后顾之忧。

人是最宝贵的资源，在中国人口
红利见顶之后，从城市抢人大战，到
辽宁省率先奖励生二孩，说明地方主
政者都意识到人口的重要性，除了直
接“奖励生二孩”的放大招之外，还需
要在公共资源投入、配套政策完善等
方方面面下功夫。

（相关报道见昨天A9版）

奖励生二孩，更得解决后顾之忧

□邱磊

在忙碌而烦琐的招生季，始
终绷紧思想的这根弦，严格执行
国家政策，规范操控流程，落实各
自的“责任田”，方能让山寨学校
无处遁形。

不久前，一家与河北经贸大学
官网极为相似的李鬼网站，打着

“武汉经贸大学”的旗号，开始在招
生季招摇撞骗。消息传出后，网民
又有了新发现，职教领域也未能幸
免。宁夏多家媒体曝出一篇题为

《××铁路学校宁夏招生，签协议
包就业》的虚假广告。此类山寨学
校，打着“高铁”“空乘”的幌子，许
以“包就业”“就近分配工作”等虚
假承诺，大肆忽悠，影响恶劣。

这些精仿者的本质，只在于盈
利。它们始终瞄准了学生和家长
的钱袋子，在全国各地以低分招揽
学生，一旦有上钩者，便寄出录取
通知书以假乱真，并让考生在其网
站上缴纳学费。当所有“前戏”都
演完了，剩下的，就等考生交钱，然
后卷款而走，溜之大吉。

面对这种丑恶行径，如何有效
地维护学生和家长的权益，摆在了
管理部门，乃至整个社会的面前。
这块毒瘤，危害之重，已经不再是
教育领域的问题，而对社会公平提
出了挑战。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是

在战术层面上，给学生和家长一副
“火眼金睛”。比如，规范和完善招
生过程中的制度设计和技术细
节。在招生季，学校须加强与家
长、考生的联络。

同时，也可由权威机构发布
“白名单”和“黑名单”。除了前面
提到的“黑名单”，“白名单”是指教
育部公布的高等学校名单和新批
准学校名单，家长和学生均可以轻
松查证。当然，这两份虽然是动
态、可更改的，但就具体的招生年度
和地域来说，其又具有相对稳定
性。只要稍作对比，许多山寨学校
的尾巴就会露出来。特别是历年来
的“白名单”，其权威性和唯一性，成
了市场检验的“试金石”，应成为家
长和孩子权益保障的“护身符”。

另外，完善网站监管，如收紧
注册、材料提交、审核环节，让虚假
网站难有可乘之机；修订相关法律
法规，加强威慑和惩戒力度，大大
提高山寨学校的犯罪成本等诸多
方式，均可有效抑制“山寨系”“精
仿系”。但最为重要的，还是提升
学校、考生、家长三方的防控和协
作意识，尊重基本常识和常情，打
消“低分进优校”“包分配、保就业”
等天上掉馅饼式的捡漏心理。在
忙碌而烦琐的招生季，始终绷紧思
想的这根弦，严格执行国家政策，
规范操控流程，落实各自的“责任
田”，方能让山寨学校无处遁形。

让山寨学校无处遁形

中新社 7月 11日报道，晚上
爱玩手机，白天犯困，周末补觉后
还是感觉睡不够。若有以上症
状，那很可能你患上了“社交性时
差”。据澳大利亚最新研究显示，
有“社交性时差”的人们通常更容
易感冒，工作表现也会比较差。

点评：估计中招的不少。

江苏公共新闻 7 月 12 日报
道，近日，苏州一居民家中连续传
出鼾声，敲门却没人应答。警方
找来开锁公司，却发现屋里空无
一人，只有录音机不断播放打呼
声。原来，房主刚装修好房子没
入住，为防盗便循环播放打鼾声
假装有人。

点评：天天睡？

《新京报》7月11日报道，根据
我国现行药品管理制度规定，互联
网平台禁止出售处方药。但仍有
不少网店以“仅提供展示”的名义
通过电商平台大肆销售处方药，

“提交处方单”的规定形同虚设。
点评：吃错药就麻烦大了。

《人民日报》海外版7月11日
报道，加拿大联邦政府花了超过
3万加元（约合15万元人民币）来
为政府新设立的职业培训中心

“ 未 来 技 能 实 验 室 ”（Future
Skills Lab）重命名，而最终定下
的新名字只差了一个单词——

“未来技能中心”（Future Skills
Centre）。改名的原因是有反馈
称原名不够引人注目。

点评：加上花销就瞩目了。

《南国今报》7月 10日报道，
广西罗城一名年逾八旬的老翁，
在一次邂逅之后，与一名80后女
子陷入“黄昏恋”。在之后一个多
月的时间里，老翁被对方先后骗
走人民币 1.4万余元。所幸老翁
梦醒之后及时报案，警方将涉嫌
诈骗的犯罪嫌疑人抓获。

点评：不要让爱情拉低判断力。

澎湃新闻 7 月 10 日报道，5
日，乐某夫妻二人在珠海旅游时
发生争执，丈夫一气之下离开。
妻子乐某以为丈夫去北京见情
人，为拦下丈夫，她谎报警情称，
丈夫携带炸弹，准备前往北京制
造爆炸，导致该趟航班停飞。经
珠海警方调查，乐某对编造虚假
恐怖信息的行为供认不讳。目
前，乐某已被刑拘，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查中。

点评：不要让愤怒冲昏头脑。
（以上言论来自网络）

□侯 江

人命关天。生命是用来珍惜
的，不是用来玩的。何况，这些在
电梯里胡闹的人，玩的不仅仅是自
己的命。公共安全四个字，任何时
间、任何场合都不容忽视。

近日，一段叫作“电梯电梯等等
我”的舞蹈视频在国内某知名短视
频社交平台上热播。15秒的视频配
上音乐，尽管看起来很娱乐，可是发
起者在电梯内跳舞、在扶梯上逆行，
甚至是在公共场合的电梯上劈叉的
行为，引发了很多人的担忧。

也许，有些人会把上述行为和
前段时间非常风靡的“快闪”联系起
来。快闪是“快闪影片”或“快闪行
动”的简称，是新近在国际流行开的
一种嬉皮行为，可视为一种短暂的
行为艺术。简单的说就是：许多人
用网络或其他方式，在一个指定的
地点，在明确指定的时间，出人意料
地同时做一系列指定的歌舞或其他
行为，然后迅速离开。“快闪行动”是

纯为搞笑或是膜拜纪念等行为艺
术，其主要的特点是无组织、有纪
律、只有发起者没有组织者、成员均
来自网络、成员基本互不相识。快
闪的视频相信大家也见过不少，其
中有很多具有令人心领神会、忍俊
不禁或感动不已的效果。快闪行为
虽然是在公共空间里进行，但是，危
害到公共安全的例子少而又少，并
且从来不被鼓励。

现在说回“电梯舞”。除了在某
些私宅里，电梯都应该属于公共空
间。在公共空间里任性，往小了说
是不顾公序良俗；往大了说，就有危
害公共安全之嫌。说白了，在电梯
里折腾，不仅是在玩自己的命，也是
对他人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任。何
况，这样的视频还在社交平台上公
然流传，若引起盲目效仿，后果不堪
设想。

有媒体采访了相关方面的专
家，专家表示，在电梯里跳舞，反复
强行开闭电梯门，很有可能会导致
安全隐患，甚至触发安全事故：“这
样的做法会影响到电梯门的感应，

一旦感应失灵，手可能就会被电梯
门夹住，后果可想而知。”“在轿厢里
面的跳动有可能会造成超载装置的
误动作，在运行过程中的跳动有可
能造成门锁与门道间的碰撞，造成
故障。还有安全钳的误动作，平衡
位置的误动作，都可能会造成电梯
困人。”

先不说“舞者”们在电梯胡闹是
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而且会给同
乘者带来安全威胁；就算是独乘，出
了事故，救援、抢修等环节都不可避
免。而电梯的停运维修，也不可避
免地会给其他电梯使用者造成不
便。这当然是私利对于公共权益的
侵害。这种行为，哪里是“玩命”二
字便可轻松涵盖的！

俗话说，人命关天。生命是用
来珍惜的，不是用来玩的。何况，这
些在电梯里胡闹的人，玩的不仅仅
是自己的命。公共安全四个字，任
何时间、任何场合都不容忽视。奉
劝那些舞者，及时收手收脚，实在忍
不住想要博眼球，就去公园和大爷
大妈共舞吧。

电梯不是你的私人空间

人是最宝贵的资源，在
中国人口红利见顶之后，从
城市抢人大战，到辽宁省率
先奖励生二孩，说明地方主
政者都意识到人口的重要
性，除了直接“奖励生二孩”
的放大招之外，还需要在公
共资源投入、配套政策完善
等方方面面下功夫。

“超纲”“拔高”……改换名目避开敏感词，防暗访“假关门”应对检查，
大量“无证无照”的培训机构隐匿存在。近期，记者在南京、武汉、成都等
地调查发现，严令整治之下，校外培训机构不仅依然火热，还出现了一些
新动向。 新华社发

“换汤不换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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