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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杉

跳绳简单，好处很多，可以锻炼身体协调
能力，增强免疫力和肺活量等。所以，跳绳被
列入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的重点项目，是每个
年级孩子必须要达标的考核内容。据报道，
在一些地方，有家长担心孩子过不了“跳绳
关”，花钱把孩子送往校外培训班，一堂课要
200元。跳绳已经成了超越语数英三大学科
的入学“第一关”，市场上专项提升跳绳技能
的培训班十分火爆。

在很多人印象里，跳绳普及程度高，也没
有太大技术难度，很多人小时候都是跟着别
人后面学会的，很少需要经过专门培训。其
实，不只是跳绳，对过来人来说，其他体育运

动何尝不是如此？如果不是有志于这个项
目，又有几个人需要花钱进行培训。在学校，
体育老师都会教跳绳技巧，经过一段时间练
习，学生基本都能达到相关标准。

一项相对简单的项目，为什么会发展出
了培训班？ 从以前的奥数班，后来的编程
班，再到现在的跳绳班，有人把其理解成为是
一种“教育焦虑”，甚至认为是在交“智商
税”。不少家长在望子成龙心理驱动下，从害
怕孩子掉队到担心孩子不能领队，发展出了
一种严重的焦虑，总是不顾一切、穷尽所能地
做加法。在“剧场效应”下，家长们自觉与不
自觉地掉进培训机构精心构筑的假象甚至圈
套里。

“跳绳培训班”的出现，从一个侧面证明

了教育焦虑的存在。跳绳是一项稍加锻炼就
能掌握的运动，即便一些孩子的协调能力相
对较差，只要勤加练习，也不会拖后腿。“陪伴
是最长情的告白”，家长与孩子共同练习，这
又何尝不是一种陪伴？成长是一个复杂课
题，也是一个长期课题，当家长们习惯用钱来
解决问题时，其实很多问题并不能解决，而且
也有可能产生其他问题。

不过，“跳绳培训班”背后不只是教育焦
虑。如此简单的跳绳却有培训班授课，难道
仅仅是家长的原因，是一句“这里人傻钱多速
来”就可以解释的吗？据某地一所小学的老师
透露，跳绳是小学各年级的必考项目，在体育
总成绩中，一到四年级占 20%，五、六年级占
10%，而且其他体能测试项目满分为100分，跳

绳是120分。正是因为可能会影响孩子将来
的评奖评优和升学，这才产生了“跳绳焦虑”。

在传统教育理念里，设置一些考核项
目是必要的，而考核就要达标。当前，“考
核依赖症”是一个现实问题，几乎所有的考
核，都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形和扭曲。
现在，除了跳绳等规定动作，有的地方还推
出了游泳等自选动作，初衷固然不错，但一
旦操作不当，就可能造成新的焦虑，催生新
的培训班。

对于各种培训班，尤其是像跳绳这样的
培训班，家长应该放松心态，不要把神经绷得
太紧，重视体育锻炼是很有必要的，但促使学
生积极参与锻炼，提高学生身体素质才是我
们真正应该重视的。

“跳绳培训班”背后不只是教育焦虑

□李长安

据报道，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日前制
定了《平阴县域外在编人才回调管理办法

（试行）》，其目的是通过进一步畅通平阴县
域外在编人才回调渠道，吸引平阴籍外地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回乡工作。

在很长的时间里，大中城市依靠规模
经济和集聚效应，对县域地区包括人才在
内的要素和资源形成了强大的“虹吸效
应”，县域单位成了人才不断流出的输出
地。如今县级单位要吸引人才回流，要在
人才红利中也分得一杯羹，甚至推动人才
回流，确实面临着不少的困难和问题，“靠
不靠谱”的疑问也自然而然地会产生。

从实际需求来说，县域地区对人才的
需求同样十分旺盛。特别是在“大城市病”
集中爆发、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等大背景下，
县域经济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对人才
的渴求也日益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县级地区选择了
机关事业单位的在编人员回乡任职作为吸
引人才回流的切入点。事实上，相对于其
他大多数就业单位而言，机关事业单位往
往是一个人才集聚的“高地”。在现行的招
录制度下，想要进入机关事业单位并成功
获得“编制”，必须经过一系列严格的考核，
事业单位更是各类专业技术人员集中的地
方。而这些机关事业单位的在编人员，许
多都是县级单位考出去的人才。

因此，吸引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回
乡，不但能够发挥他们的管理和专业技术
特长，还有利于发挥他们熟悉乡情的优势，
对于发展县域经济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不仅如此，考虑到不少机关事业单位在编
人员与其家人存在着两地分居的困境，此
举还能够有效解决他们的家庭团聚问题，
这对激发这些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增强对
家乡的亲近感，也同样大有裨益。

从此次平阴县以及其他县级单位出台
的相关政策来看，应该说吸引力还是挺强
的。除了加大了在住房、社会保障、人才津
贴、子女教育等方面的优惠和支持力度外，
还针对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关注的级别
对等、岗位安置、回调手续等方面做出了精
心的安排，最大限度地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
忧。通过这种暖心的做法，不少本地籍外地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纷纷主动申请回乡工作，
引才引智的效果十分明显。

由此可见，县级单位在吸引人才中并
非总是处于下风。相反，有不少县级单位
由于人才引进政策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迅
速成为包括本地籍机关事业单位人才回流
的热土。事实证明，只要目标精准，措施得
当，落实有力，县级单位就能扭转在吸引人
才中的劣势地位，而政策“靠不靠谱”的疑
虑也就自然烟消云散。

预付消费，这个商业模式因为“跑路”
乱象备受质疑。维权成本高、监管存盲
区、“跑路”处罚轻……相关法律人士提醒
消费者：购卡之前，要查询企业的基本工
商信息，尽可能实地考察；如果确需办卡，
办小额卡、短期卡以规避风险；办卡过程
中，要审查有关事项，仔细阅读合同条款，
理性选择。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难维权

□光明

近日，网曝“贵州黔西牛肉粉商户串通
集体涨价”的消息引发市民关注，随后，黔
西县市场监管局等及时调查处理，认定此
番“任性涨价”背后系有商户违规操纵。目
前相关商户已受到处理，黔西县牛肉粉价
格逐渐恢复原价。

根据媒体报道，当地过去一碗牛肉粉，
单碗9元，大碗10元，加肉5元；涨价后单碗
10元，大碗12元，加肉7元。购买大碗加肉
的牛肉粉，从15元涨到了19元。考虑到黔西
县本身不是发达地区，这样的涨价幅度和物
价水平，引发当地民众的质疑并不奇怪。

市场监管部门基于民生考虑出手对涨价
行为进行干预，约谈商家，敦促恢复了原价，这
种市场的警觉性和敏感性值得肯定，但如此
行政干预是否合适，依然存在着诸多疑问。

在执法部门的通报中，此次涨价被定
性为“串通涨价”。从网上流传的当地牛肉
粉店店长行业群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到，的
确有商家进行商讨，呼吁集体涨价，还对牛
肉的售价也进行了统一规定，这也是此次
涨价波及面很广的原因。

按照《价格法》第十四条，经营者不得
有的不正当价格行为中，排在首位的就是

“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除此之外，
“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推动商品
价格过高上涨”，同样是被禁止的行为。当
地执法部门对主导的商家进行处罚，正是
基于这两项规定。

然而问题在于，哪怕商家之间有“串
通”，这种“串通”是否达到了“操纵市场价
格”的效果呢？答案多半是否定的。和石
油等基础能源行业以及水电气等公用行业
不同的是，牛肉粉餐饮准入门槛极低，是市
场自由度很高的领域，而且替代性很强，并
不是一种消费必需品，很难实现垄断，也没
有垄断的必要，想要操纵集体涨价是很困
难的。

涨价的牛肉粉店，不仅面临着未涨价
商家的竞争，还面临其他餐饮品类的竞
争。那么在明码标价、消费者自由选择的
前提下，大幅度提价，将面临着消费者流失
的风险。既然这些经营者都是分散的市场
主体，为了自身利益，哪怕有人呼吁和“串
通”，他们也未必会一致遵守契约，放弃既
有的价格优势。

当地市民表示，此次涨价的店铺几乎
覆盖了县城内所有的牛肉粉店。出现集体
提价，更可能的原因其实并不是串通操纵，
而是这个行业的经营成本的确整体提升
了。事实上当地媒体的报道也提到，不只
是在黔西县，在贵阳等地牛肉粉的价格同
样在上涨。因此把集体涨价的“锅”全部扣
到部分商家头上，自然有违市场规律。

其实换个角度来看，商家在执法部门的
约谈处罚下，“自愿”恢复原价，对消费者来说
未必就是捡了大便宜。牛肉粉所代表的餐
饮行业，既然市场自由度很高，那么价格就
是供需和成本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
果。一旦成本上涨，那些被迫“自愿”降价的
商家，为了保证利润一定会减少成本，所以
恢复原价之后，减量将是可以预料的结果。

这就是过度干预的代价。在充分自由
竞争的领域，有形之手的介入过深，非但不
能换来更健康的消费环境，反而会挫伤商
家的市场积极性。而且，一碗牛肉粉的价
格，关乎消费者的民生，同样关乎商家的民
生。如果真想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监管
部门的重心更应该放在食品是否符合卫生
标准、是否明码标价等细节上。

县级单位
吸引在编人员回乡
并非“不靠谱”

在传统教育理念里，设置一些考核项目是必要的，而考核就要达标。当前，“考核依赖症”是一个现实问题，几
乎所有的考核，都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形和扭曲。现在，除了跳绳等规定动作，有的地方还推出了游泳等自选
动作，初衷固然不错，但一旦操作不当，就可能造成新的焦虑，催生新的培训班。

牛肉粉集体涨价，行政干预合适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