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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

在东莞打工 17 年的湖北农民工吴桂
春，所工作的鞋厂因疫情原因停工。打算返
乡的他，在退还东莞图书馆读者卡那天写在
留言簿上的一段话，在社交媒体上刷了屏。
东莞人社局在知道这一消息后，决定为其推
荐工作，想要把这位喜欢读书、热爱图书馆
与东莞的读者留在这个城市。

读书让吴桂春有了较好的表达能力，这
从他写在留言簿上的话就能看得出来，不但
有字面上的流畅，更有字面后的深沉情感，
还有“识惠东莞”这样的文化认知……东莞
人会为拥有这样一位喜欢这座城市的人而
高兴，把吴桂春留在东莞是皆大欢喜的结
局。而那些来自全国各地、参与刷屏的网
友，究竟是被吴桂春的哪一点打动了？

农民工身份，恐怕是吴桂春一跃成为新
闻人物的首要因素，如果留言的是一名前来
东莞打工的大学生，也能引起关注，但轰动
性未必如此之大。在农民工与图书馆之间，
虽然不存在什么明显的界限，但却有一条潜
在的鸿沟将两者隔开。人们普遍会觉得，疲
于生存的农民工与图书馆是没有什么必然
联系的。

此外，这唤醒了不少人的图书馆回忆，
有多少喜欢读书或者身份就是读书人的读
者，已经不再去图书馆了。受网络书店、电
子阅读、手机阅读的影响，读者的大量流失，
吴桂春对图书馆的热爱，让人肃然起敬。

“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
图书馆了”，吴桂春的这句留言，让人联想到
博尔赫斯的名言“如果有天堂，那里应该是
图书馆的模样”。

像吴桂春这样热爱图书馆的农民工，毕
竟在人数上不多，这造就了他与东莞图书馆
之间，拥有了一种特殊的稀缺性与故事性，
并且还有一种隐含的励志元素——吴桂春
虽然没有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但却拓宽了视
野、增长了见识。

只有小学文化的他，一开始只能读懂
报纸、小说，到后来开始看《春秋》《资治通
鉴》等历史书籍，还对岳飞生平与诗词作品
有专属于自己的特别研究。这样的深阅读
形成轨迹，对许多年轻人来说都是一种激
励，在“读书有用”与“读书无用”的两种价
值观争论当中，吴桂春无疑为前者扳回一
城。

最新消息，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帮助下，
吴桂春将在东莞一个小区从事一份环卫清
洁工作，不用和东莞图书馆告别了。为吴桂

春高兴，也为东莞高兴。
但这桩新闻留下的思考不应停止，虽然

它是一名读者与一座城市图书馆共同制造
的一段佳话，但它的新闻价值愈大，就说明一
些现实问题愈加值得重视，比如农民工的图
书阅读率之低，比如图书馆遭冷遇，还有经典
阅读与深阅读在公众生活中的日渐缺席。

乐观的是，无论网友被吴桂春身上的
哪一点打动，都说明大家的认知是一致
的：读书是好的，终生学习是好的，图书馆
是美的，人与书之间的关系永远是动人
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哪怕一个人经
常处在“想读书”与“没空读书”撕扯形成的
焦虑中，也知道选择的正确与错误。终究
会有许多人，能够像吴桂春那样克服客观存
在的一些“障碍”，重新找到阅读带来的成长
与乐趣。

□新京

教师“先上岗再考证”，并非仅为缓解
毕业生就业难，也不只是过渡性措施，还
可成为全新的改革探索。

近日，我国多地调整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招聘条件。继山西 6 月 23 日宣布允许
符合要求的毕业生先上岗再考取教师资
格证之后，黑龙江 6 月 24 日也对 2020 年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特设岗位教师招
聘通知做出补充说明，允许“先上岗再考
证”。

今年 4 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等7部门曾印发《关于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实施部分职业资格“先上岗、
再考证”阶段性措施的通知》。如今各地
陆续推出的这一政策，是对这一精神的落
实，对于疫情造成的大学生就业难现象也
有积极的正面影响，因此颇受好评。

但对于这一阶段性措施，也有人担心
降低入职门槛，影响教师队伍质量。这样
的担心并非全无道理，这就要求各地通过
严格培养、严格管理来回应社会关切。而
事实上，今年各地招聘新教师，实行“先上
岗再考证”的方式，并非为缓解高校毕业
生就业难而“病急乱投医”，而是应对疫情
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造成影响的合情合理

选择。
众所周知，我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每年组织两次，上下半年各一次，受疫情
影响，今年上半年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被推迟到下半年合并为一次考试，有多少
考生的就业会受此影响，难以预计。如果
坚持“有证才能参加应聘”，那么很多应届
高校毕业生就不能参加教师招聘，这不但
影响这些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也影响学校
招聘新教师。

当然，“先上岗再考证”并不是不要教
师资格证，各地对此也有配套措施。如黑
龙江规定，“已被录取的未取得教师资格
证书的人员，须在服务期满内参加考试并
取得相应层次、相应学科的教师资格证
书，否则期满不予聘任，予以解聘”。

因此，这一措施并没有降低对正式入
职的教师的质量要求，而且从教师的招
聘、培养、管理、使用角度看，“先上岗再考
证”，还有诸多现实好处。没有证书也可
参加招聘，会吸引更多人应聘教师。这一
政策，不仅惠及今年的应届毕业生，还惠
及部分往届毕业生，甚至海外留学生。

新教师“上岗”，要先在有经验的教师
带领、指导下，从事助教工作，学习积累经
验，而不是立马就担任主讲教师，这有利
于对新教师的培养以及做进一步考查。

在一段时间的“上岗”体验后，再参加教师
资格考试，可以增强教师对职业的理解。

“先上岗再考证”这一阶段性过渡措施，完
全可以作为一项长期做法持续推进。

这也对学校对教师的培养和管理，提
出新的要求，即要重视对新招聘教师的培
养，加强管理。事实上，建设高素质的教
师队伍，坚持教师准入门槛只是一方面，
更应强调教师的培养与管理，促进教师职
业化和专业化发展。

在坚持教师准入门槛上，也不必拘泥
于“通过考试获得证书”以及“参加招聘前
考证”这一传统模式，可以探索部分高水
平师范院校师范专业毕业生直接获得教
师资格证，以及“先上岗再考证”的新方
式。这是契合学校办学和教师成长的方
式，也是推进减“证”放权的改革，落实学
校办学自主权，激发办学活力。

中小学教师招聘政策随疫情调整，
可以看到推进人才管理改革的核心思
路，即赋能地方和用人单位，发挥用人单
位的主体作用，减少不必要的行政约束，
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当然，“先上
岗再考证”不意味着“课堂放水”，相关部
门、学校同样应该严格标准与要求，保证
教学质量不降低，也避免有人从中浑水
摸鱼。

□南都

直播带货正以加速度飞入寻常百姓家。不过，
在主播们衔着商品争拥入户的同时，虚假宣传、信
息公示不全以及售后没有保证等损害消费者权益
的问题也陆续被曝光。

日前，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委托北京阳光消费大
数据研究院开展了一项关于直播带货的消费调
查。调查主要包括问卷调查、体验调查和专家研讨
三部分。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样本5415份，从受
访者的问卷填写结果看，在进行直播购物时，超六
成受访者最关心商品质量和价格因素；同时，
64.91%的受访者担心商品质量问题，55.44%的受访
者担心售后没有保证，50.18%的受访者担心虚假宣
传。而在体验调查中，体验人员以消费者身份分别
在10个直播平台各进行3次模拟购物体验，共获得
30个调查样本。最终，体验调查发现，30个直播带
货体验样本中，有9个样本涉嫌存在证照信息公示
问题；有 3个样本涉嫌存在虚假宣传问题；有 1个
样本执行“7天无理由退货”不到位。

从调查方法来看，将直播带货的实际购物体
验与大众的想法和担心结合起来形成调查报告，
这很能说明当下直播带货迅猛发展中产生的一些
问题。例如，在体验调查中，有9家商铺的证照信
息公示存在问题。证照代表什么？是资质，代表
着相关部门对商品售卖主体或所售卖产品的门槛
认定，是商品质量的重要保证。换句话说，在直播
带货打开消费者的钱袋子之前，公示证照是将商
品摆上货架的前提，这也是法律上的要求。根据
电子商务法：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在其首页显著
位置，持续公示营业执照信息、与其经营业务有关
的行政许可信息、属于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
情形等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调查中还有三家商铺存在虚
假宣传问题，当体验人员在某直播平台购买一款
鱼油软胶囊时，主播宣称“我们家的产品质量这一
块绝对是 No.1”“销量在行业排全中国第二名”。
不得不说，类似的宣传套路是导致买家秀和卖家
秀对比过于强烈，造成消费者购物体验较差的主
要原因。毕竟，在喊完“No.1”的口号后，往往会加
上精美的滤镜和超大的产品分量，它们共同塑造
一种假象并诱导消费者打开钱包。同时，由于是
虚假宣传，商品质量自然得不到保障。

直播带货中的问题之间并不是彼此孤立的，
它们内在相连，或相互影响，一个环节的问题很可
能产生多米诺骨牌般的效应，长此以往，伤害的将
是公众对整个直播带货行业的信任。

或许因为很多受访者在直播带货的购物体验
中都掉进过相似的坑里，才会有近半受访者认为
平台、主播和商家应共同担责。中国法学会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认为，商家
应承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电子商务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营者的所有责任和义
务；主播实际上是广告代言人，应承担广告法中广
告代言人的责任；直播平台应向消费者披露销售
者名称地址等真实情况，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

一段时间以来，不管是系统的调查报告，还是
消费者零星的购物吐槽，表露的都是对直播带货
行业未来的期待，而要将老百姓的这些期待变成
现实，离不开相关部门的合力。

教师“先上岗再考证”，促就业务实之举

直播带货除了卖得快
更要有保障

无论网友被吴桂春身上的哪一点打动，都说明大家的认知是一致的：读书是好的，终生学习是好
的，图书馆是美的，人与书之间的关系永远是动人的。

中消协6月29日发布“618”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今年“618”期间消费维权的负面信息主要是直播带货、红包活
动、短信骚扰、假冒伪劣等。据中消协监测，“618”期间消费者对于直播带货类的吐槽信息有11万多条、对于电商平台
红包类的吐槽信息有3万多条。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农民工留言东莞图书馆，这故事为何激动人心

吐槽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