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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一 色 仿 古 建 筑 集
群，4 层喷泉水景、16 尊石
刻鲤鱼，削平山体修建假
山瀑布……近日，陕西贫
困县镇安投资 7.1 亿元建
设的“豪华中学”引发舆论
热议。面对形象工程、形
式主义的质疑，当地可谓

“立行立改”：学生补课暂
停，凉亭喷泉拆掉。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8月24日追访发现，镇安中
学新校区大门紧锁，校门
口标志性的4层“鲤鱼跳龙
门 ”水 景 喷 泉 开 始 被 拆
除。学校侧门有数辆渣土
车进出，一辆载满建筑工
人的大巴车驶入校园。校
园周边有警察执勤，不允

许路人停留和拍照。除了
喷泉外，瀑布群附近的凉
亭也正在被拆除，然后移
走。

这高达数亿元的债务
还没还上，又凭空多了一
笔拆除费，未来说不定还
得 修 建 新 的 设 施 来“ 补
缺”，留给镇安的账单是越
来越长了。

耗资 200 万元的水景
瀑布建在贫困县中学，的
确太违和。但如今火速拆
除，留下一个崭新的“遗
址”，也不免让人觉得可
惜：建都建好了，钱都已经
花出去了，何必又拆掉？
这“一建一拆”之间，浪费
了资源，也给人瞎折腾之

感。
财政收入不足 2 亿元

的贫困县背巨债修建“豪
华中学”，是规划和决策
上 的 失 败 ，这 点 毋 庸 置
疑。“以景区标准建学校”
也并不是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的正确打开方式——这
都是“豪华中学”留给我们
的 教 训 。 可 现 在 的 问 题
是，既然木已成舟，该如
何收场？

拆掉，或许是最简单
的方案——都说“水景瀑
布太奢华”，那就让它消
失。但这就像是边吃边吐
的“大胃王”，既折腾了自
己，也浪费了粮食。到头
来，火速拆除行动透露出

的信号像是在急于掩盖问
题。

镇安“豪华中学”的问
题在于奢侈浪费和不科学
决策，而非建筑质量，既然
建了，就没必要再拆。本
质上，如今的“火速拆除”
和当初的“大修大建”，都
难言科学决策，如果说前
者是为了“面子”，那后者
则 容 易 给 人 掩 盖 问 题 之
感。如果要“拆”，那该拆
除的也是有问题的决策思
维，而不是那些仍具价值
的凉亭等。

因此，这个奢华的假
山瀑布虽然扎眼、扎心，但
与其拆掉，还不如留下来
作为警示，借此提醒后来

者：“形象工程一块石，困
难群众十年粮。”

保留“证据”也是要据
此进行责任倒查，查明在
这一事件中，是否存在决
策上的严重失误以及程序
违规，有没有人借工程之
便中饱私囊。同时，也不
妨举一反三，看一看在其
他的项目规划中，是否也
有类似的盲目决策和寅吃
卯粮。

镇安刚刚脱贫摘帽，
部分民众的生活还在贫困
线周围徘徊，经不起这样
的“打肿脸充胖子”。对决
策者而言，珍视权力，科学
决策，别为了面子不顾里
子，别为了好看铺张浪费。

“豪华中学”急拆喷泉凉亭，瞎折腾掩盖不了问题

陕西镇安
“豪华中学”的
问题在于奢侈
浪费和不科学
决策，而非建
筑质量，既然
建了，就没必
要再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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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家叫半木的家具
公司的“工作安排”邮件被顶
上热搜。邮件截图显示，该公
司要求一名尚在哺乳期的员
工每天完成一篇销售支持心
得，每小时 600 字，一天写满
4800 字，“每天下班前交给人
事，一个错别字罚款 50 元，一
句重复句子罚款100元。晚交
或者漏交罚款500元”，而且特
别假惺惺地表示，“考虑到哺
乳期视力不好，为保护你，给
你安排手写。”

这 事 很 快 就 闹 得 出 圈
了。8 月 24 日下午，这家家具
公司在其官方微博称：在事件
调查以后，我司将严格遵守国
家法律法规，进行反思及妥善
处理。

网传“工作安排”可谓冠
冕堂皇，用词考究，开口就是

“亲爱的”。实际上，每小时
600 字，8 小时就要 4800 字，不
达要求还要“罚款”，在外界看

来，简直就是赤裸裸的体罚。
也不知道发出这封邮件

的人力资源部工作人员是不
是宫廷戏看多了，其行为让
人想起影视剧里“白莲花”的
角色——口口声声是为了你
好 ，仿 佛 安 分 守 己 、人 畜 无
害，实际上暗藏杀机，想方设
法整人。

该“工作安排”违反法律
之处显而易见。国务院的《女
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明确
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
怀孕、生育、哺乳而降低其工
资。换言之，在女性员工生
产、哺乳期间，正常发放工资，
是用人单位不容推卸的法律
责任，而绝不是什么“施舍”。

要 求 哺 乳 期 员 工 日 写
4800字“销售支持心得”，对这
家公司有什么实际帮助呢？
恐怕纯粹是一种折腾。明眼
人都能看出，该公司以极端手
段折磨女员工，其目的根本不

在什么销售支持心得，而在于
变着法子赶员工走，又不用支
付解约赔偿，小算盘打得噼里
啪啦响，就是不顾及法律，不
顾及企业的脸面。劳动法规
定，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
期内不得解除合同。因此，半
木才想出这番折腾员工的法
子，打着当事女员工“知难而
退”主动辞职的算盘。

现实中，一些企业为了压
缩经营成本，恣意侵犯女员工
合法生育权利的行为屡见不
鲜，换岗、安排扫厕所、故意安
排到外地分公司，无所不用其
极。

这种“工作安排”里流露
出资本的残忍与冷血。半木
公司这种对国法的赤裸裸挑
战，对女性权益和尊严的无情
践踏，还有那份自以为是的小
聪明，必须用严格的劳动执
法、严惩重罚以及消费者的鄙
视来“医治”。

逼哺乳期员工写销售心得，是花式侵权

□苏月遮

你敢信吗？在父母直
播投喂下，一个三岁的女娃
胖成了70斤，走路都费劲。

孩子对着镜头，面前烤
肉、烤串、汉堡、炸鸡、奶油
蛋糕等轮番上场。父母以

“养猪”自诩，还在标题中连
续播报：“两岁半都 50 斤”

“马上突破100斤”。
在网友的强烈声讨下，

视频平台查实投诉后，于上
周 对 账 号 进 行 了 封 号 处
理。而父母在最新的采访
中，称赚的没有吃的多，拍
视频只是出于好玩和记录
的心态，孩子早产，生下来
就9斤，本身是巨大儿。

物质匮乏年代，养出一
个白白胖胖的“年画娃娃”，
一度是一个家庭的骄傲。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国民
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健康观
念也同步提升，再也不是有
啥吃啥的年代了，育儿更是
讲求科学性摆在前。正常
家庭的“标配”，不是什么

“年画娃娃”，而是一个营养
均衡、体型标准的孩子。

说父母无知不懂，不准
确。视频截图中可以看到，
孩子会朝父母哀求“别弄了
别弄了”。网友也在留言中
提示“别给孩子吃那么多”

“别给她吃重油重盐的东
西”“不要叫宝宝胖子”“一
定要趁小减肥”，可惜父母
不当回事，轻描淡写地说她
只喜欢吃炸的。

种种反常，让网友衍生
出充满阴谋论的“非亲生
说”“疑似虐待说”。孩子父
母的辩解倒也说得通，但视
频标题不会说谎，“三岁 70
斤小胖妞”“食量惊人”“6
个包子只够塞牙缝”“几秒
吃完”……这些猎奇导向明
显的措辞，不是网友杜撰

的。
除了反思父母做法，这

起事件更应该引起大家对
宝宝吃播的重视。宝宝吃
播是网络吃播的一个典型
类别，视频平台上这类视频
比比皆是。视频主角多数
是几个月到四五岁的宝宝，
大人往宝宝面前的盘子里
放食物，给什么吃什么，或
多或少都会超量。看着宝
宝们大快朵颐，津津有味，
吃得比成人还多，模样敦实
可爱，留言者表示“很香很
解 压 ”“ 比 自 己 吃 了 还 高
兴”。

然而，网络围观跟看隔
壁邻居孩子吃饭香不一样，
后者充满生动浑圆的生活
气息，前者功利性质则非常
明显——宝宝吃播视频后
面往往挂着商品链接，卖
着视频同款辅食工具或者
食品。孩子的吃，成了表
演，成了流量入口。随着
宝宝的走红，随着父母商
业“版图”的拓宽，宝宝参
与形式也从录制饭扫光视
频，延伸到参与半夜直播、
与父母一起带货、被迫与
网友互动等。这种画面背
后的残忍成分，往往被“哪
个爹妈不爱娃”的说法轻
易掩饰了。

相比成人自觉自愿地
拿身体换流量，或者借用

“吃了吐”和剪辑手段来搞
假吃播，孩子没有选择权，
更没有自我保护意识。相
比童星、童模，宝宝吃播门
槛更低，也更容易沦为一些
父母抢抓互“风口”的变现
工具。从心理学角度，婴幼
儿时期的行为奠定了孩子
今后的心理健康基础。宝
宝虽然小，但一举一动任何
感受，都会影响心理过程。
宝宝配合父母演出，谁来护
航宝宝的心理健康？

三岁女娃胖成70斤
儿童吃播，太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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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北邯郸警方破获一特大网络开设赌场案，涉案金额高达20余亿元，该犯罪团伙组织架构完
善、分工明确，利用App软件和网上赌博的隐蔽性，吸引赌徒入局。 新华社发

一举破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