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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评

别让“低温津贴”沦为纸面福利
杨玉龙

在近日举行的中国教育三
十人论坛第七届年会上，多位教
育界专家、老师和家长展开了一
场关于“消除中国家庭育儿焦
虑”的教育讨论。有专家提出，
父母的恐慌和焦虑导致儿童“童
年恐慌”现象几十年来不断增
多，家庭教育走入了学校化、知
识化的误区，家庭变成了学校，
家长变成了老师，背离了家庭教
育的根本宗旨和主要任务。

12月16日《南方都市报》

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担心孩
子考不上重点小学、重点中学……
家长的这种焦虑情绪，必然会传
递到孩子身上，并且导致对孩子
评价的单一化，那就是一切以学
习好、成绩好为评价标准。

在这样的一种焦虑情绪下，
大人和孩子都会很累，而家庭也
最终异化为“第二学校”。孩子
回家没有时间玩耍，没有精力发
展自己的业余爱好和特长，只是
不停地做作业、刷题，童年生活
过得单调而枯燥。家长如果能
够自己辅导孩子，就自己辅导，
如果自己水平有限，或者是没有
时间和精力，就花钱给孩子报各
种各样的培训班、提高班，于是
在家庭之外，各种培训班、辅导
班，又成了孩子的“第三学校”。

家庭教育异化为学校教育、
知识教育，可以说这就是大多数
中国家庭教育的现状。但是真
正的家庭教育又应该是什么样
子？它应该是对学校教育的一
种补充，更加具体说来，学校教
育因为其所承担的功能，决定了
它必然会以传授知识，普及文化
为主要目的，同时兼具着品德的
教育、素质的养成等等，那么作
为家庭教育，就要承担起对孩子
完整人格、健康品质、各项能力
的培育责任来。

现在的问题，就是学校强调
知识和文化的教育，家庭同样强
调知识和文化的教育，但是双方
不约而同都忽视了人格、品质、
能力等等的教育和养成。在这
样一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
人格很难完整，品质也多有欠
缺，而能力更是难以令人满意，
也就是成了我们惯常所说的“高
分低能”。这种模式下成长起来
的孩子，或许可以上名校，出国
留学，获得较高的学历，取得世
俗的成功，但是他到底能否获得
幸福，能否有对他人的关怀，国
家和社会的责任感，确实需要打
一个大大的问号。

学校的素质教育需要继续
探索和尝试，而我们的家庭教
育，则需要及时纠偏、回归初心。

近日，某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视
频广告，引发争议。视频中，一名
身穿迷彩服的男子因母亲恶心想
吐，向空乘紧急求助，希望能开窗
户或者换座位。空姐回答：“请问
您需要升舱吗？升舱费用是
1290。”男子很为难地说不用了。
这时，后排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接
话说：“升，升舱的钱我来出。”然后
拿过男子的手机，一顿操作在该金
融平台的备用金上借了15万！面
对质疑，该平台致歉表示，相关短视
频存在严重的价值观问题，向大家
致以诚挚的歉意。

12月16日中新社

大厂玩起土嗨来，真没小摊摊
什么事了。最近一两年，互联网金
融平台的各色短视频广告无孔不
入，其下限之低、翻车概率之高，简
直叫人大开眼界。虽是名门大户，
口口声声高大上的光鲜大词，但在
下沉市场耍起下三路的野路子来，
身体还是很诚实的。此番被万人
捶的奇葩视频广告，堪称是其中的
典型代表。无论是农民工、空姐、
商务精英的人物设定，还是“撸网
贷摆平一切”的故事主线，都是如
此似曾相识，如此让人作呕。

“急用钱的时候随用随取，别
被没有礼貌的人笑话了”，这句台
词，可说是道明了此类广告的宏旨

要义了。就撩拨底层情绪、鼓吹
“金钱万能”、宣扬“举债换尊严”而
言，这看似不经意的只言片语，简直
是字字锥心、心机满满。该平台在
道歉时，承认“短视频存在严重的价
值观问题”。那么，这到底是指什么
样的“问题”呢？很显然，就是对“低
收入者”堂而皇之的羞辱，就是放大
贫富对立赤裸裸的煽风点火！

借贷，是严肃的金融活动，对
于个体及其家庭来说，更是重大的
财务决策。然而，在某些互联网金
融平台的话语体系中，“借贷”却成
了争一时之气、呈一时之快的疯
狂。“我贷故我在”，其最后的结果
就是，只管当下及时爽，哪管后来

“洪水滔天”。互金平台所投放的
花样百出的土味视频广告，除了三
观不正，其合规性层面也是存在严
重疑问的：没有清晰的利息说明，
没有基本的风险告知，甚至有意无
意模糊了“借钱是需要还的”这一
最底限的常识。

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土嗨视频
广告，在下沉市场横行收割。其深
层次的风险，不容小觑。

时至今日，尽管监管一再收
紧，但一些互联网金融平台还是在
一路狂奔。用土味视频诱导借贷，
不过是又一次暴露了某些互联网
金融平台，光鲜外衣下low到尘埃
的流氓本色而已。

街谈巷议

网贷土味广告再翻车
下沉市场不等于“没有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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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
需要父母摒弃焦虑回归初心
苑广阔

三江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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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伴随着寒潮的到来，多
地出现入冬以来最寒冷天气。“速
冻”模式下，仍有一些劳动者在凛
冽寒风中坚守岗位，如环卫工人、
快递小哥等。国家相关规定提到
了低温津贴，但“新华视点”记者调
查发现，很多劳动者对此了解不
多，也很少有人领到。

12月16日新华网

2004年3月1日起施行的《最
低工资规定》明确提到低温津贴：
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
用人单位应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
在剔除中班、夜班、高温、低温等特
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后，不
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而且，
各地也不乏相关规定，其目的就是
为了保障劳动者低温权益。

但从现实来看，“低温津贴听
别人说起过，但没领过。”“听说过
高温津贴，没听说过低温津贴。”这
样的情形很普遍。

低温津贴缘何会沦为纸面福
利？以下几点不容忽视，一则地方
出台相关规定或通知，缺乏强制
力；二则冬季室外劳动者人数相对
较少，导致低温津贴受重视程度不
如高温津贴；三则对于“低温津
贴”，国家并未出台统一明确的政
策，只是在最低工资规定中提及，
用人单位津贴发放无据，监管部门
执法无规；四则劳动者维权能力不
足也导致了低温津贴落实不力。

上述可见，让低温津贴惠利
冬季户外劳动者，还须多方面努
力。其一，将低温津贴相关政策
进一步细化。诚如专家所建议，
可参照高温津贴的做法，就低温
津贴执行制度的主体，津贴发放
对象、条件、数额、月份、形式等作
出原则要求，由各地因地制宜进
行细化。事实上这很有必要，毕
竟唯有有规可循，才能为低温津
贴落实提供保障。

其二，用工单位应切实负起
责任。根据 2015 年全国总工会
等四部门发布的新版《职业病危
害因素分类目录》，“低温”已被列
为新增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之一。
于此，用工单位理应从“为劳动者
配备符合要求的防护用品”等 9
个方面做好低温环境工作的劳动
者职业健康保护工作。当然，更
应该自觉为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发
放低温津贴。

其三，也应充分发挥好各级
工会组织的作用。应认识到，建
立具有本地特点的低温津贴制
度,有利于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也有利于保护职工的合法权
益。所以各级工会组织应当积极
推动低温津贴的落实，并依法支
持劳动者维权。此外，由政府采
购的公共服务项目，将低温津贴
列入，通过政府引导，带动相关行
业和企业积极落实低温津贴规
定，也值得尝试。

今后，不方便使用手机支付的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在缴费、坐
公交车、购物时将不用担心拒收现金。央行15日发布公告，要求各类
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收付渠道畅通的前
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同时，不得排斥和
歧视现金支付，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

“数字鸿沟”。 12月16日《北京青年报》

以“制度清明”
排除“数字鸿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