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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新欣
近期，关于“入职后发现进了

皮包公司”的讨论引发网络社交
媒体热议，一时间仅微博关于此
话题的阅读量超过0.79亿次。

皮包公司即空壳公司，泛指
没有固定资产、没有固定经营地
点及定额人员，只提着皮包，从事
社会经济活动的人或集体，多挂
有公司的名义。现指那些从事非

法业务和欺诈活动的集团。
目前正值就业签约的高峰期，

从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来看，2021届
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总规模为909
万人，同比增加 35 万人。由此可
见，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不容
小觑。在这样的背景下，皮包公司、
传销组织瞄准大学生涉世未深、急
于求职的心理，往往以高薪为幌子，
诱骗求职者参与传销等非法活动。

笔者认为，普通高校毕业生在
寻找工作时，应选择正规渠道，仔细
核实单位资质，避免陷入皮包公司
以及传销的漩涡之中。拒绝只签就
业协议，不缴纳“五险一金”和充当
免费劳动力等行为。同时，毕业生
在应聘时，应提高防骗意识，保护个
人信息。一旦发现受骗，及时向当
地公安机关报警。

此外，鉴于毕业生就业时受骗

现象频频发生，建议政府部门积极
作为，健全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多渠
道增加毕业生就业岗位，从而推进
积极就业政策在高校毕业生群体中
的落实。

当然，毕业生在选择就业单位
时，应设定基础的职业生涯规划，深
刻认清自己，切莫好高骛远，选择力
所能及的工作岗位，从而准确地步
入职场。

就业压力大也别“病急乱投医”

凡石
前不久，《奉化日报》报道了

每到雨天，中山路和南山路路口
一侧就会大量积水，影响路人通
行的新闻。这个水坑影响了路人
大半年仍未得到改变，在记者介
入后，终于有部门清理积水，恢复
畅通。然而，最近几天的雨水却
让它再次“现形”，依旧积水满满，
堵塞行人前进之路。笔者不禁
疑惑：填个小水坑很难吗？答案

显然是否定的。其背后，无非是相
关单位的“懒政”思想在作祟。

笔者了解到，这个水坑的出现
是去年年底建设单位对中山路“白
改黑”，因为正好位于交界处，新铺
设的沥青路面和原本的水泥路面有
一定的厚度差，下雨后这个区域就
形成了积水坑。其实，只要补铺几
平方米沥青就能解决。但怎么就拖
到现在还没解决？如果说前期建设
单位没发现这个问题，那为何在发

现问题后，只清理积水，而不处理路
面？笔者猜测，目前建设单位正在
实施南山路改造，临时铺几平方米
的沥青也许太费事，因此想等到改
造之时一起解决。

笔者认为，这种解决方式就是
“懒政”思维在作祟。建设单位怕麻
烦想等一等再说，导致小水坑成了

“老大难”问题。而管理单位呢？是
否发现了这个问题？是否督促建设
单位及时解决问题？是否对这种

“久拖不决”的行为作出处罚？
民生无小事，为民服务绝不是

一句空话、套话，而是政府部门、党
员干部在为群众解决一件件小事
中，用心来书写的“真心话”。作为
政府部门，首先要想的应该是如何
帮群众解决问题，而不是如何逃避
问题、忽视问题。只有真正急群众
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解群众之所
难，提高行动效率，才能赢得群众的
真“口碑”。

坑“坑”不绝的背后是“懒政”

景小芳
最近，重庆首个以“家校社”为

核心的“共享奶奶”项目受到关
注。在社区工作人员组织下，一些
空巢老人接 20 多名小学生放学，
和大学生志愿者一起陪小朋友学习
玩耍，成为孩子们的“共享奶奶”。
这一养老与教育结合的热词，精准
戳中社会的痛点，也引发了网友的
热烈讨论。

从共享单车、共享雨伞、共享充
电宝，到如今的“共享奶奶”，显然这
一热词多了一抹别样的温情。一声

“奶奶”“外婆”，是每个人心灵深处
最具亲情的符号，也是童年最温馨
的回忆。

在现代社区里，年轻的家长尤
其是双职工家庭，大多工作繁忙，无
暇照顾孩子。而社区里的退休老
人，往往空闲时间较多，如果整日里
无所事事，或是一味通过看电视、打
牌、搓麻将来消磨时光，这对他们身
心健康十分不利。

实际上，“共享奶奶”大多是子
女、儿孙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或孤
寡老人，她们虽然年事已高，但文化

程度不低，而且热衷于公益事业。
她们不仅能给孩子讲故事、教唱歌、
教认字，还能帮助年轻的双职工家
庭接送、看管孩子和辅导孩子做作
业等。在含饴弄孙之乐中，老人们
不仅老有所为，过得充实有意义，而
且在陪伴孩子们成长与进步的同
时，也倒逼自己学习新技术，更多参
与社会，跟上发展潮流。

对于双职工家庭而言，这个公
益项目解除了他们因工作原因无法
照顾孩子的后顾之忧，也能让孩子
获得足够的陪伴和关爱。家长们对
老人们充满信任，孩子们也与“奶
奶”们不断亲近，这个温暖的公益项
目成为社会整体信任度提升的表
现。这样一种陪伴方式，解决了三
方问题。

在老龄化加速到来的当下，三
孩政策的出炉，加剧了“80 后”“90
后”的生育焦虑。“共享奶奶”的公益
实践，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社会服
务，更是众多空巢老人和双职工家
庭“抱团取暖”的有益探索，或许正
是未来解决“一老一少”问题的一剂
良方。

“共享奶奶”实现多方共赢

默路
近日，笔者一朋友抱怨：因怀孕

去医院做产检，中途换了家医院建
档，结果仅相隔一天又被医生安排
做了所有检查。“有些检查可能存在
变化，需要重新测，我能理解。但是
像血型测定这种，有必要再测一次
吗？”朋友说，她在医生开单时就解
释了有些检查刚在某某医院做过，
但医生还是给她开了检查单。当她
提出质疑时，开单医生表示，有些检
查是免费的，既然开了单就再做一
遍好了。

诚然，免费的检查不需要患者
多付钱，但这难道不是对医疗资源
的浪费吗？如今，走进医院，我们随
处可见举着一堆检查单的患者排队
做一项又一项的检查。一些患者反
映看病就是“113 现象”，在医院挂
号排队花1小时，做各项检查花1小
时，最后在就诊室和医生沟通的时

间不到3分钟。
有医生表示，多开一些检查，一

方面是为了完成医院的考核任务，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医疗纠纷，
这在内部被称为“防御性检查”。但
是，“过度检查”现象无疑考验着基
层医改的科学性与有效性，也影响
着群众对基层医改的信心。笔者认
为，“过度检查”现象需根治，不能让
一些医院的创收任务让“过度检查”
成为潜规则。

因此，这需要相关部门建立科
学合理的机制，实现公立医院良性
运行，确保医院考核制度合理性。
对于是“过度检查”还是适度检查，
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医患常常
难以达成共识，建议加强沟通，解疑
释惑，增进了解。同时，可以通过免
责条款和职业保险等方式，降低医
生少做检查的风险，减少“过度检
查”现象出现的频率。

“过度检查”现象需根治

百川
近日，笔者在岳林路、中山路等

城区几条主要道路上看到，许多电
动自行车车主在骑行过程中存在违
规现象，他们有些不戴安全帽，有些
载人、超速行驶，更有甚者直接驶到
机动车道上，影响机动车正常行驶
不说，自身的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加。

笔者了解到，现行《电动自行车
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电动自行车最
高车速不超过 25 公里/小时，但实
际使用中，大部分电动自行车依旧
可以以超过40公里/小时的速度行
驶。对此，生产商是否有责任？相
关部门是否监管力度不够？

无规矩不成方圆。既然想让电
动自行车车主遵守法规、文明驾驶，
就应该有法可依，相关部门需做好
保障。比如，将电动自行车行驶乱
象纳入年度整治“群众最不满意的
10 件事”，将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
纳入系统监管等。相关部门一方面
要加强对电动自行车生产商的监
管，提升道路设置规范性合理性等；
另一方面也要制定更详尽的法规，
将其纳入应有的标准、体系和法律
之下，加强整治、控好源头，使电动
自行车车主的“任性”及时“刹车”。
当然，电动自行车车主也应提高安
全意识，规范行驶，杜绝害人害己。

骑电动自行车别再“任性”了

沈晓萍
近日，笔者听说，身边一位年

近古稀的老人在某网络平台上被
骗几千元。也许数目不是特别
大，但对年纪较大又无收入的老
年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巨款。
如今，智能手机在老年人中普及，
让他们享受到了科技带来的便利
和乐趣，但他们在跨越“数字鸿
沟”时仍然“步履蹒跚”，不知不觉
成为网络诈骗的对象。

在这个信息时代，很多子女会
给父母配备智能手机，原本是为了
方便沟通，联络感情，但子女们却
没有时间让父母了解网络上的各种
情况，导致老人对一些新鲜事物的
认知一知半解，对网络安全没有警
惕性。

当遇到网上购物、手机银行、在
线支付转账等稍微复杂一些的操作
时，许多老年人会被难住，而骗子们
往往抓住这个薄弱环节，千方百计

引诱老年人上当。还有很多空巢老
人由于子女长期不在身边，经常感
到孤独寂寞，骗子们就会借机与老
年人套近乎，加微信，每日嘘寒问
暖，等老年人放松警惕后，再向老年
人推销各种不靠谱的理财产品、网
络贷款等。也有在某些网络平台上
利用老年人的同情心，上演各种苦
情戏，直到让老年人相信了他们，和
他们产生共鸣，骗子们便开始打着
薄利甚至亏本的幌子，诱骗老年人

掏钱购买各种产品。
这些看似都是新型的诈骗手

段，实则还是旧思路，骗子们大多
钻老年人缺乏关爱的空子，布局实
施诈骗。所以，请务必多关心家里
的老人，常回家看看，陪他们聊聊
天，教他们学会使用智能手机，让
他们知道如何防骗。不回去的时
候，也要利用智能手机与父母多交
流，莫让手机成了陷阱，让骗子趁虚
而入。

莫让智能手机成为老年人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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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成段 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 韩冰 马晓燕
近日，十多头原本栖息在中

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州的野生亚洲
象走出丛林，北上迁徙数百公里，
不仅引发中国人“全民观象”，也
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世
人为这群大象所表现出的憨态可
掬、团结互助倾倒，也由此感知到
一个可爱可信、生动立体的中国。

伴随大象的脚步，这个“逛吃”
的大象“旅行团”，给世界带来温暖
治愈的“象能量”。在海外社交媒
体平台上，许多人为它们的滑稽有
趣点赞，大呼“可爱”！有网友看到
其中的小象在成年象拱卫下的“超

萌睡姿”，不禁大发感慨：“这是我一
天中见过的最美好的事！”一位海外
网友写道：“我们应该向大象学习，互
相关心，互相爱护。”这样的欢乐，这
样的鼓舞，献给面临疫情和变局交织
叠加考验的当下世界，倍显珍贵。

伴随大象的脚步，世界看到一
个美丽而温情的中国。在中国政府
和人民的精心守护下，象群跋山涉
水，平安无恙，路上甚至还生下一头
小象。这一动人的情节让世界直观
感受到，中国大地是一块充满爱意
的土地。法国《巴黎竞赛画报》网站
日前刊登图文报道，展现了象群幕
天席地、卧倒休息的如画场景，并赞

叹道：大象们在旅途中打盹的场景
是“中国美丽的一幕”。一位名为
Heinz的网友说：“中国政府和人民
保护了它们的安全，真是太好了。”

伴随大象的脚步，世界看到了
中国政府细致认真、高度负责的工
作态度，听到了中华民族善良友好、
热爱自然的真挚心声。美欧多家主
流媒体注意到，为了应对看似可爱、
实则有一定危险性的野生象群北
迁，保证人象安全，中国政府调集应
急团队，动用无人机和红外摄像机
跟踪象群动向，及时疏散居民。为
了引导象群远离城区，工作人员预
备了充足食物用于吸引大象，提前

用车辆封锁道路。美联社报道指
出，在中国，大象受到最高级别的保
护，近年来数量稳步增长。一些外
媒还报道，中国网友甚至担心象群
夜间着凉，希望给它们盖上被子。

这次的象群迁徙在中国是较为
罕见的现象，给当地老百姓们造成
了一些财产损失，需要妥善处置。
然而，大象们的“奇幻旅程”，唤起了
世人心理和感情上的同鸣共振，于
不经意间，让外国民众获得了对中
国更加客观深入全面的认识。象群
给人类带来的欢乐和美好令人难
忘。祝它们一路平安，早日结束跋
涉，重返正常生活。

伴随大象的脚步，世界感知可爱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