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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世相 被骗术“围猎”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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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一段“公公醉酒婚礼现场强吻
儿媳妇”的视频传开，配文称，“江苏盐城某国
际酒店的婚礼现场，新郎父亲酒喝多了，强吻
新娘！”随后，其亲属发文表示网上流传的该
事件多个版本已严重影响家人生活，新郎父
亲醒酒后已经表示后悔，希望网民至此为
止。 2月26日《法制晚报》

有人可能会说，当事人平时未必就是那
么粗鲁的人，不排除会受到环境的影响，甚至
受到酒精的影响。但很多时候，不经意流露
出来的才可能是真问题，也是最值得重视的
问题。时代发展到今天，仅仅在书面上，我们
可以说男女平等取得了多大进步，但一旦面
对实际，一旦走进内心，就会发现艰深的事
实。

“乐以移风易俗，礼以安上化人。”今天，
应该是彻底抛弃不文明婚闹的时候了。出于
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婚礼适当热闹一点，并不
无可之取。可是，热闹不能走向胡闹，不能僭
越法律和文明的底线。对于一些不文明的婚

闹，应该形成集体反对之势。作为看客，也应
该换位思考，想想如果当事人是自己亲人朋
友怎么办。面对一些已经触碰到法律高压线
的不文明婚闹，则应该扬起法律的武器。

还应该看到，一些不文明的婚闹出现与
婚庆礼仪有很大关系。有网友讲，自己在结
婚时，全家都反对婚闹，明明提出要剔除恶搞
环节，结果在婚礼现场还是出现了，由于考虑
到“大局”，当时只好咬着牙承受。婚庆礼仪
应该成新风俗的使者，而不是成为恶劣风俗
的操纵者和推动者。低俗不是风俗，庸俗不
是民俗，处于发展中的婚庆行业，应该流溢着
文明的光彩。

背离文明的婚闹是一个时代的耻辱。我
们期望的美好时代应该是男女平等的时代，
向往的美好爱情应该是男女平等的爱情，有
恶劣婚闹就难言男女平等。这一视频的流
传，已在事实上对于当事人的家庭造成了严
重伤害。传统婚礼中有值得借鉴之处，比如
仪式感，但一些变质变味的恶俗，还是让其彻
底成为过去式吧。

被网游围困的未来
难有“荣耀”
何勇海

这个寒假与网游有关的报道似乎“爆棚”。从一
教育工作者在返乡手记中感慨“被手机游戏围困的
乡村和未来”，到柳州一10岁孩子用手机玩游戏3
小时花去八千；从陕西山村教师给留守儿童家长布
置另类寒假作业——删除网游，再到13岁男孩为打
网游偷两部手机……无论城乡，网游都已成为青少
年教育不可忽略的一个话题。

2月26日《北京青年报》

在这些新闻面前，不管是凡夫俗子还是有识之
士，恐怕都难以淡定，不得不再次审视网游对青少年
的影响。未成年人玩网游，如果能做到理性适度，有
所节制，可以丰富他们的娱乐和社交方式，还可缓解
疲惫、放松身心、获得快感，我们也不必谈之而色变，
更不必视其为洪水猛兽。

但是，由于未成年人天生喜好新鲜刺激，又基本
没有判断力与自控力，很容易痴迷于游戏。故常有
家长和老师感慨：“网络游戏和孩子的教育并非宿
敌，但两者的和平相处何其难也！”业精于勤荒于嬉，
孩子一旦痴迷于网游，轻则玩物丧志、荒废学业，成
绩下降便是自然之事；重则偷拿偷支家长钱财，让家
庭蒙受经济损失，甚至走上盗抢的违法犯罪道路。

尤其可怕的是，玩网游成瘾已成为一种流行病，
尤其在乡村，受害群体更为广泛。在网络热传的那
篇《教育工作者返乡手记：被手机游戏围困的乡村和
未来》一文中，作者这样描述：“短短的几天假期里，
我见识了手机游戏的巨大威力——除了睡觉，哪怕
吃饭、上厕所、走路，村里的青少年手中也往往横着
手机。聊起游戏，他们不由眉飞色舞；谈起别的，则
表示兴趣缺缺，甚至压根就不答话。”在当地，不懂

“吃鸡”（《绝地求生》游戏）还会被当作新的“文盲”对
待，令人悲从中来。

作为每一个家长，他们显然不愿看到游戏对孩
子产生巨大的摧毁力。但在“农药”“吃鸡”等游戏迅
速走红的大潮中，他们教育引导孩子的每一点努力，
实在是力不从心。而学校，则只能进行“肯上进才是
真正的王者，学习好才是最大的荣耀”等规劝，对校
园外的“手机奴”“游戏迷”鞭长莫及。此时，我们只
能像一些家长那样发出一些质疑了：网络游戏商是
否认真想过，你们创造一个个财富神话的同时，把多
少问题留给了社会？

尽最大可能减少游戏的负面效应，是相关企业
必尽的社会责任。一方面，要静下心来，开发出真正
高品质的游戏产品；另一方面，必须不断健全完善实
名制和防沉迷等机制，同时针对新情况要有更多新
手段。相关部门更应当对游戏业进行到位的管控。
光有一系列法律法规还不够，还必须开展好规范和
清理查处等工作，比如，对社会危害超过娱乐本身的
游戏坚决下架与处罚，禁止网游过度推销，禁止在未
成年人容易接触到的媒介上打广告，等等。

春节假期已过，一些企业招工心切，到马路边拉起了
“招兵旗”，给市容管理工作带来了不少难题。

前天上午，记者在鄞县大道上，看到多家企业在路边
设置了招聘摊。一名男子对记者说，他们是旁边一家服装
加工厂人力资源部的，昨天已经开工了，但是工人的缺口
还有30个，到人才市场也没有招到人，没有办法，只好到
路边来设摊招聘。“我们也知道这样不好，但这也是没有办
法的事。”

记者从鄞州城管局了解到，为解决春节后各行业不同
程度的用工荒问题，连日来，该区多个镇（街道），都有几家
企业搞起了“马路招聘”，占道“招揽人才”。对此，鄞州城
管局横溪中队、邱隘中队等特意为有需要的用工企业开辟
了“绿色通道”——设立招工疏导点，企业到中队登记备案
后即可到指定地点设展位招聘。

鄞州城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按照以往经验，每

年春节过后，总有一些企业自行组织开展各类招聘活动。
有的在城区主干道交叉口、企业厂房门口等位置摆摊招
聘；有的将招聘广告、企业宣传海报贴在车身上，流动招
工；还有的随意拉起招聘横幅，严重影响市容街貌。为了
有效制止招聘乱象，横溪中队在横溪镇菜市场对面的鄞州
银行门口开辟招工疏导点，引导有需要的招工企业在此集
中设摊，更加直观、便捷、高效地招募新员工。节后上班第
一天，横溪中队就接待了2家用工企业，做好企业招工设
摊登记备案、规范设置等工作。为确保疏导点周边环境整
洁有序，横溪中队加派队员定点定时值守，一方面引导应
聘者依次取阅资料、咨询问题，另一方面引导招聘者有序
停放车辆，以免影响正常交通秩序。

记者还了解到，目前，这种城管搭建平台、企业提供服
务的招聘疏导点在横溪镇、邱隘镇等均有设置，免费为求
职者和用工企业提供服务。

宁波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城管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针对企业招聘违反市容市貌的现象，他
们已经要求各级城管部门加强疏导，用心帮助企业解决招
工难，并提醒用工单位要依法进行招聘活动。对于违反规
定进行招聘的企业，城管部门将依法处罚。市民如果发现
这种情况，请拨打12345进行投诉。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包静琴 刘拥军 郭腾达 文/摄

企业年后招工急 路边拉起“招兵旗”

城管辟疏导点治“马路招聘”顽疾

横溪城管中队开辟招工疏导点。

背离文明的婚闹是时代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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