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 7月 16日新华社报道：随
着暑期来临，外语培训市场再度活
跃起来。在线教育的学习效果如何
保证，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相比
传统的线下培训，在线外语培训价
格只有线下课程的 1／5，且授课
方式灵活，可以充分利用碎片化时
间，同时解决了地域、时间限制的
问题。随着 VR、人工智能等技术
的引入，在线教育给用户的沉浸感
会更强，从而带来学习效果的进一
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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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 正

年年抓落实，今年大不同。自
5月初我市部署开展“大脚板走一
线、小分队破难题”抓落实专项行
动以来，四明大地上，一股清新之
风扑面而来。领导干部带头“扑下
身子”抓落实、破难题、促发展，
成了“主旋律”。

落实，这个并不深奥的词汇，
在官方“常用语系”中，使用频率
颇高，很多场合反反复复出现“落
实、落实、再落实”这样的叠加

“阵容”，也足以说明它的重要性。
然而，在以前“四风”盛行的日子
里，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
文件、以批示落实批示等作风“顽
症”，使很多本该落实的工作，成
了“空头支票”“空中楼阁”。这
次，我市在市级领导班子集中换届
之后，立即组织开展“大脚板走一
线、小分队破难题”行动，就是要
开启一场抓落实的“头脑风暴”，
就是吹响了行动的“冲锋号”，全
心、全力、全面推进“名城名都”
建设。

跑出发展“加速度”，必须摁
下落实“快进键”。短短几个月时

间，“大脚板走一线”行动已初显
成效、颇具声势。“大脚板”所到
之处，不仅带来了作风的变化，更
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惊喜——沪嘉甬
铁路等全市人民热切期待的项目终
于有了“眉目”，各界广泛关注的
杭甬高速复线一期工程有望年内实
现开工，“中国制造 2025”“保险
创新综合示范区建设”等“国字
号”的试点有了新突破，一大批事
关宁波长远发展的产业项目有了新
进展……

通过观察身边的变化，有人感
叹：这许许多多的“大脚板”，是
丈量民情的“大脚板”、是“负重
前行”的“大脚板”、是“爬坡过
坎”的“大脚板”……在许许多多
的“小分队”里，没有性别、年
龄、职务之分；它们规模虽小，作
用不小、能量不小、对城市长远发
展的影响不小。在“小分队”里，
没有“一线”“二线”之别。从各
级领导干部“扑下身子”抓落实的
行动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超乎
常规的力量“聚合”，带来的绝不
仅是工作机制和方式的变化。

展示的是一种“为民担当、舍
我其谁”的大情怀。笔者比较熟悉

的一位领导同志值得一提：他今年
换届刚从区县 （市） 调到市里来，
平时待人随和，生活上也不太“讲
究”，工作上却一板一眼，从不

“将就”。平时基本上是“五加二”
“白加黑”，“礼拜六保证不休息，
礼拜天休息不保证”，连身边的一
些工作人员也“抱怨受不了”了。
这样的干部现在不少。这两年，尽
管社会上不乏对“为官不为”现象
的批评声音，但我从一些熟知的领
导干部身上，看到的则是“时不我
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看到的
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大情
怀。我想，正因有了这样的情怀，
他们才能自觉地把工作紧起来、实
起来，把千斤重担扛起来，才会惜
时如金，把一天“掰”成两天用。

体现的是一种“逢山开路、遇
水架桥”的精气神。前不久，中央
媒体集中宣传了优秀县委书记廖俊
波的先进事迹。展现在读者面前的
廖俊波，“总是以冲刺的姿态干在
前”，“能在现场就不在会场”。宁
波建设“名城名都”进程中，也不
乏这样的精气神，也有一批这样的
好干部。有了困难怎么办？遇到一
时难以突破的瓶颈怎么办？领导来
担当，主动来挑担，叫响“跟我
上”，一起来攻关。“能在现场就不
在会场”，有了这样的作风，“小分
队”就能赶走发展的“拦路虎”，

“大脚板”就能走出不一样的“精
气神”。

反映的是一种“不干则已，干
则必成”的价值追求。落实的着力
点放在哪里？过去有些地方专注于
开了多少会、发了多少文、搞了多
少活动，结果只落得个形式上的热
热闹闹。这次“大脚板”专项行
动，最大的亮点是通过建立“一个
项目、一名领导、一个分队、一抓
到底”的工作机制，确立真抓落
实、精准落实、有效落实的鲜明导
向。也就是说，领导干部“扑下身
子”之后，还要交出落实的“成绩
单”——要通过集中解决一批问
题、攻下一批项目、办成一批大
事，为这个城市培育发展新动能、
厚植发展新优势。“事业只有干出
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的辉煌”。
以结果为导向的“大脚板”和“小
分队”，当然是值得期待的——我
们期待并祝愿他们能够给宁波带来
更多的新精彩。

保持“扑下身子”抓落实的定力
大脚板走一线
小分队破难题

专题评论专题评论 ①①

盛 翔

乘高铁出行的人迎来一项便
利，铁路部门在全国 27个主要高铁
客运站推出动车组列车互联网订
餐服务。点点手机，不仅可以选高
铁列车上的餐车盒饭，也可以订沿
途社会品牌的餐食，并享受送餐上
车服务(7月17日封面新闻)。

高铁盒饭一直被骂，口味倒
在其次，主要是价格。高铁盒饭
价格高吗？看与哪里相比。市场
上高价盒饭其实多的是，人们质
疑的潜台词有点像是：高铁盒饭
也卖这么高的价，你也配？问题
讨论成这个样子，已经不好理性
计算了；如果真要计算，你至少
得知道，盒饭成本不只是原材料
成本，还是放弃了的更大代价。
也就是说，不做盒饭，这些资源
也许能挣更多的钱。

现在高铁不仅卖盒饭，而且
开放外卖，当然是一种进步。说

实话，要保证外卖新鲜，要考虑
物流配送准时，以及列车晚点等
问题，那么短的停车时间，把外
卖准时送到旅客手上，并不是一
件很简单的事情。如果依然有人
质疑，为什么不开放所有外卖，
而是仅仅挑选有限几家，那就是
不讲道理了。如果一切顺利，外
卖商家肯定会越来越多，但永远
会有门槛。

以前自己卖盒饭，老被质疑
价格高；如今放开点外卖，小赚
一点配送费，这是高铁在经营思
维上的进步。可问题就出在这配
送费上。高铁外卖真正遭到质疑
的，依然还是价格。虽然外卖本
身和店里价格一样，但商家可能
要收餐盒费，如果不收的话，八
元配送费也是铁总规定要收的。

送家里送单位才四五元，送
到高铁怎么就要八元呢？集中送
应该更便宜才对啊？从一般人理
解中的成本概念似乎说不通，但

是从“放弃了的更大代价”角度
就很好理解。人家盒饭卖得好好
的 ， 如 果 开 放 外 卖 不 能 弥 补 损
失，为什么要干？你觉得太贵，
继续带方便面就好啦，就像很多
人 嫌 外 卖 配 送 费 贵 ， 不 叫 就 是
了。把选择权交到旅客手中，买
或者不买，买盒饭或者叫外卖，
选择更多当然是好事。

旅客可以有更多的选择，高
铁可望有更少的质疑，本是双赢
的事情。可惜，很多人在质疑高
铁“换汤不换药”，认为只不过把
盒饭中的“暴利”，换成了外卖配
送费的“雁过拔毛”。他们好像痛
恨商业，认为赚钱可耻。可是，所有
交易必须建立在双赢基础上：只有
能赚到钱才会有更好的商品和服
务，也只有更好的商品和服务才能
赚到钱。

高铁如果能够从开放外卖中
大赚特赚，那是好事。旅客不用只
吃乏味的快餐，高铁也能够从开放

中得利，进而会有更大的开放空
间。反过来，如果一开放就发现，比
以前卖盒饭挣得少不说，而且依旧
被骂死，“复辟”的可能性当然大。
毕竟是高铁的平台，也是高铁的客
源，高铁能够从外卖送餐中获得好
处，才是正常的呀。

《人民日报》 官微上有篇文
章，题目叫“趁着年轻，别穷得
那么心安理得”。虽然是一篇鸡
汤，但观点很正：并非所有的不
如意，都是别人在针对你，很可
能是你自己根本就没有努力。事
实上，越是“穷得心安理得”的
人，越是痛恨商业，越是见不得
别人赚钱，好像谁赚的钱多谁就
可耻。愿意为好东西付费，愿意
为聪明的生意鼓掌，看得见商业
之 美 的 人 ， 更 容 易 看 见 生 活 之
美。作为高铁的顾客，只要我们
是 受 益 者 ， 能 得 到 好 商 品 好 服
务，高铁能从开放外卖中赚钱才
是好事。

高铁能从开放外卖中赚钱才是好事

张国栋

在国家有关部门的严令下，大
多数网贷平台已经暂停了面向大学
生的贷款服务，但也有一些平台顶
风作案，从以前直接贷现金给大学
生，改头换面做起了电商购物、分期
还款的生意，有的还和其他网站合
作，鼓励大学生“先消费、后还款”。
有关专家表示，这些面向大学生的
分期购物平台，实际上依然是校园
贷，应当被禁止（7 月 17 日《北京青
年报》）。

此前，银监会联合教育部、人社
部已经印发通知要求，一律暂停网
贷机构开展在校大学生网贷业务，
并鼓励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向大
学生提供定制化、规范化金融服务。

这是以问题为导向，遏制各种校园
贷乱象，让金融更好地为大学生提
供服务的需要。然而令人纠结的是，
一些网贷机构非但没有按通知要求
暂停校园贷，反而置通知于不顾，改
头换面继续顶风作案。其推出的种
种“业务”，与既往的校园贷相比，相
同的依然是校园贷，不同的是“换了
个马甲”。无疑，这等“景观”虽然看
上去挺美，但暗藏“杀机”，必须引起
各方面的高度警惕。

校园贷，一般来说指的是，小贷
公司面向在校大学生发放的小额贷
款，原本目的是助学和帮助学生创
业。可是这些年来，校园贷走样变形
了。一方面，由于大学生辨别能力不
强、防范意识较弱，一些小贷公司便
推出各种变相的、高利率的校园贷，

校园贷几乎变身为“高利贷”。另外，
还有校园贷公司利用“拉人头”或骗
取学生信息的方式，开展贷款业务，
结果引发跳楼等极端事件。此外，裸
贷问题也十分严重，一些女大学生
用自己的裸照作为抵押物，最终“人
财两失”。种种迹象表明，疯狂的校
园贷对大学生而言，已经不是福音，
而是灾难，对其喊“停”，这没什么问
题。

问题是，校园贷“换了个马
甲”继续粉墨登场。也许有需求就
有市场，可类似贷款 1万元，每天
的滞纳金就是 100元，连小贷公司
都算不上、根本不具备贷款资格的
企业也欲从中“分杯羹”，又算怎
样的“市场”？这也说明，对于网
贷机构的校园贷，光有“暂停”不

成，没有罚则，在利益驱使下，其
必然会“换了个马甲”以逃避监
管，继续顶风作案。因此警惕归警
惕，禁止其招摇过市，违者受罚，
很有必要。

同时，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
也应积极响应相关精神，重回校园
市场，及时向大学生提供定制化、规
范化金融服务，进而“挤占”不良网
贷机构的生存空间。这方面，已有一
些银行进行了尝试，比如中行和建
行，只是力度和广度还有限，难以满
足校园市场需求，需要进一步拓展。

无论如何，疯狂的、暗藏“杀
机”的校园贷不能继续了。这有赖
于监管发力，让“换了个马甲”的
校园贷无所遁形，也有赖于传统银
行的有所作为。

警惕校园贷“换了个马甲”

外语培训暑期忙，
在线教育已登场。
形式灵活价实惠，
实效如何待估量。

随处好学是良方，
多学多练效果强。
场景技术再升级，
用户体验才更棒。

郑晓华 文
翟桂溪 崔 莹 作

高健钧

近日，网上一段广西 6 岁小
孩驾车上路的视频引发人们对调
皮捣蛋“熊孩子”教育问题的关
注。

近几年，小孩恶作剧随处可
见，“熊孩子”的各种危险行为也
频频见诸报端：在铁轨上放石
子、损坏汽车、将其他小孩推下
电梯……渐渐，人们发现，“熊孩
子”并非只是“调皮捣蛋”那么
简单，他们对公共秩序、他人财
产，甚至生命安全的威胁一点不
容小觑，管理好“熊孩子”成为
社会新课题。

细 究 发 现 ， 出 问 题 的 是 孩
子，病根却在大人身上。一些家
长不仅做不到言传身教，而且对
孩子的顽劣视而不见，甚至采取
放任的态度，认为孩子还小不懂
事，调皮是孩子的天性等等，对
孩子不文明行为进行无原则庇护。

更多的家长，是在教育理念
上出了偏差：注重孩子的物质需
求，忽视精神培养；重视学习成
绩，轻视素质教育；注重保护孩
子天然个性，却忽视培养必要的
礼义廉耻心。结果就是，孩子无
形中养成了缺乏规则意识、惟我
独尊、不拘小节的坏毛病。

孩子是一张白纸，儿童时代
是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其间形
成的生活习惯、待人接物方式对
其一生影响深远。有人说“有了
孩子自然成了父母”，然而事实
是，要成为“合格父母”还需要
大人们对孩子花更多心思，并以
身作则。

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国民素质应该从娃娃抓
起，更应该从家长抓起。一张成
绩单绝不是孩子成长的全部，维
护个性也应有度，这些是家长需
要深刻意识到的。教育部门也应
积极与社会组织联动，加大家庭
文明理念规范的宣传和引导。与
此同时，当孩子的行为触犯法律
法规时，应依法对监护人实施惩
戒。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教育好“熊孩子”
家长要以身作则

本期主持 杨继学

据 7月 17日《南方都市
报》报道：7 月 9 日，山东淄
博一产妇在坐月子期间中暑，
最后不治身亡。送医时，产妇
体温 40 多摄氏度，心脏和肝
脏有不同程度损伤。家人解
释，为“坐好”月子，家里不
开风扇、空调，产妇穿着长袖
长裤，还盖被子。

点评：民俗传统有精华，但也不乏糟粕，像关于坐月子的缺乏
科学性的种种戒律就是。产妇确是相对特别的人，但同样既要防止
着凉，也要防止中暑。新闻中产妇家人的做法愚昧至极，简直就是
在以爱的名义实施虐待——这从侧面反映，在一些地方，民众的科
学素养亟待提高。

@公开赛：产妇自己没感觉吗？干嘛一定听家人的？
@破洞：什么年代了，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难以置信。

据 7 月 17 日 《北京青年报》
报道：进入夏季以来，性骚扰、
地 铁 “ 咸 猪 手 ” 等 引 发 社 会 关
注 。 近 日 ， 北 京 青 年 报 记 者 发
现，一种名为“防狼喷火器”的
器械在淘宝上十分畅销，卖家在
宣 传 中 称 “ 轻 者 烫 伤 ， 重 者 毁
容”。对此，有民警表示，这种

“防狼神器”并不合规。

点评：“咸猪手”当然是令人痛恨的，但对其惩治，应通过合
法途径，而不是动用“私刑”。在公共场合使用“轻者烫伤，重者
毁容”的“防狼喷火器”，很可能殃及其他人，危害公共安全，其
合理性值得怀疑。“防狼喷火器”在网上热卖，倒逼有关部门强化
公共安全责任。

@菲克芯康：这杀伤力也太大了，使用者麻烦也不小。
@钢壳：地铁连打火机都不让多带，这个也能上？

据 7月 17日《北京青年报》报
道：继共享单车、共享雨伞、共享充电
宝等产品后，共享睡眠舱又来了，和

“共享单车”一模一样的流程，扫描、
计时、付费。不过有关专家指出：“实
际上这种酒店不能算‘共享’，睡觉是
很私密的事情，与共享单车有非常大
的区别，这类似分时酒店、钟点房。”

点评：共享的核心是激活利用现有闲置资源。所谓的“共享睡眠
舱”，显然是在打擦边球，再怎么唱高调，也不过是一个“单元房”，其
功能就是睡觉之用，与其他酒店旅馆相比，谈不上什么创新，而且以
这种形式投入运营，还存在违规嫌疑。抢占共享经济风口当然好，但
不能蹭热度、玩噱头。

@芙兰朵露：还没有钟点房舒服。
@设计师：别恶心人了，现在啥都“共享”。

据 7月 17日《北京晨报》
报道：12 日入伏以来，全国多
地陷入持续“蒸烤模式”，南北
方 大 范 围 地 区 最 高 气 温 在
35℃以上。近期，多个部委和地
方政府出台防暑降温应对措
施，尤其要求高温津贴要发放
到位。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
在政策落实上还不到位，有一
些户外劳动者表示并未拿到高
温津贴，有的地方高温津贴标
准多年不变。

点评：高温津贴体现的是政策善意和人性关怀。事实证明，要
让它落到实处，单靠用人单位自觉显然不靠谱，更需要有力的监
管。劳动监察部门应加强执法，多到“一线”了解情况，对那些不
按规定将高温津贴发放到位的企业，加大处罚力度。

@防盗螺丝：如果让企业出这笔钱，那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风柜来的人：高温津贴是“最稳定的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