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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评天下
XIANDAIJINBAO

5月 16日，网红“林大雁”发布了几张穿鞋
踩在列车座位上的照片，被不少网友指责素质
低下。5月 17日，该网红称，自己知道踩座位不
对，但别人骂自己就要骂回去。她还表示，“网友
们尽管骂，还让我免费上了热搜”。（5 月 19 日

《都市晨报》）

因为晒了几张“不文明的图片”，这个叫“林
大雁”的网友出名了，而且是出了大名了，成功登
上了热搜成为焦点。

按说，被全国网友谩骂，她应该感到羞耻才
对。然而，她不以为然：骂吧，骂吧，是你们的谩骂
让我红得发紫了。言下之意，还要感谢网友的谩
骂，是网友的谩骂成就了“新的网红”。

不在意自己是“骂成的网红”，甚至还要“骂
回去”，这是为何？说明一些人已经丢失了一些最

基本的底线。其实，这种“骂成的网红”还是不少
的。为何厚颜无耻，为何丢失底线？这是因为他们
都能因此获得真正的利益。

在这个“流量就是财富”的时代，一些“不文
明的网红”可以通过流量的走高而获取想要的利
益。比如，有的人被骂成网红之后，竟然有商家愿
意找其推广广告，当自己产品的代言人。比如，网
站也会给其利益分成，不管是“骂成了什么样”，
反正是流量多了，点击率多了，围观者多了。

“骂成的网红”是一种畸变的社会现象，这里
面既有一些平台的为虎作伥，也有一些网友的三
观不正，还有网络焦点关注的乱象纷纷。对于“骂
成的网红”，我们必须要让他们得不到好处，得不
到利益，让他们“红了也白红”，而且还要付出惨
痛的代价。只有这样，才能营造更加良好的网络
生态。

笔者建议有关部门对于“骂成的网红”加强
管理，不给他们获得利益的空间。一个是管理“网
络热搜”排名，虽然一些“网络热搜”是基于大数
据算出来的，但也应该分清“火热的属性”，属于
正能量的当然要大力推广，属于这种失去道德底
线属性的，就应该采取技术手段进行屏蔽；另一
个是，对于“骂成的网红”不管他们流量多高，点
击率多大，围观者多众，都应该要求运营平台把
他们的“业绩”变成零。

同时，作为网友的我们也应该多些主动作
为，对于这些不知道善恶丑美的网络红人，要学
会漠视他们，不理他们，少些对这些人的关注，他
们才能不再如此厚颜无耻。

让“骂成的网红”，得不到一点好处，让这些
人红了也白搭，如此这般方能让网络成为清朗之
地。 郭元鹏

34岁的韩晓强是西南政法大学的一名教师，老
家在山东。今年1月10日，准备回家过年的他，突然
发现无法乘坐飞机和高铁，查询后得知名下多出了
一家公司，且被法院标上“老赖”标签。目前，冒名者
已被济南警方行政拘留5日。（5月19日《新京报》）

身份证是人的身份凭证，它的使用与公民权
利的息息相关，如购票、手机办卡、银行开户等都
需要使用。这些过程中，涉及到个人信息、财产、金
融信用等诸多的权利。公民因身份证丢失、保管不
善，被他人冒用甚至用以违法犯罪的现象并不鲜
见，近些年，身份证被冒用注册公司“被老赖”的现
象，也呈现多发。

每每如此，似乎都沦为了被冒用者一个人的战
斗，面对被损害的权益，要想消除影响维护权利，显
得特别艰难，既涉及到公安、工商、法院多个部门，
还面临着复杂而冗长的程序，耗时费力只能中止侵
害，而主张侵权的损失只能通过民事诉讼来进行，
这些对于个人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任务。与维权纠
错成本太高相比，冒用的侵权成本太低则形成了鲜
明对比，比如个案冒用者仅仅被警方行政拘留 5
日，如此对冒用者与其说是处罚，倒不如说是鼓励。

尽管《刑法修正案（九）》中规定“在依照国家
规定应当提供身份证明的活动中，使用伪造、变造
的或者盗用他人的居民身份证、护照、社会保障
卡、驾驶证等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情
节严重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但该规定并没有实现冒用身份证行为入罪
入刑，只有冒用身份成为其它违法犯罪的手段，
才具备“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的条件。

当然，仅仅让身份证不敢被冒用是不够的，让
其不能冒用始终是关键。

想解决冒用证件问题，更重要的是堵住“人证合
一”查验漏洞。一方面应当加快公民身份证管理信息
在公共管理领域联通共享，堵住丢失身份证被冒用
的途径；另一方面应当建立身份证应用的权利保护
程序与机制，如使用个人身份信息用于工商登记、
结婚、办卡等，除了本人签字之外，可以通过手机号
等方式及时通知，让公民个人有知情权，甚至是通
过系统校核审验码加以保护，实现人、证与权利行
使“三合一”的保护，推动冒用防范的前置。此外，也
要完善法规，强化涉及公民身份证应用相关机构的
查验责任，对未尽到查验义务的导致冒用，承担必要
的纠错和赔偿责任，倒逼保护上位。 木须虫

“如果领导晚上8点走，你要等到他出办公室的
一刻，看见的是你在读文件或者敲键盘的画面。如果
他问你‘还不下班啊’，你就说还有点事要提前做好
准备……”一名地方国企工作人员说，这是自己“刷
存在”的小秘密。主动加班只为“博领导一个点头”
的现象在职场中并不少见，这种“怒刷存在感”的形
式主义加班还从线下延伸到了线上，“朋友圈办公”

“聊天群加班”俨然成风。（5月19日澎湃新闻）

诸如此类的形式主义加班，每每遭人吐槽却
根深蒂固般存在。当“加班”不是出于必要性、紧迫
性工作，而完全就是“耗时间”刷存在，那么所谓的
职场，难免戏精横行。在恶俗风气形成之后，几乎
没人能够独善其身，所有人都在假装加班，到头来
却不知道做了什么、为了什么？

如果说，之前“表演加班”者还能谋个“爱岗敬
业”的人设，那么随着越来越多人仿效，“装加班”
的“超额收益”变得越来越低，最后索性变成了“职
场标配”。若这种投机取巧的小伎俩得不到及时纠
正，那么其他人也就会努力模仿，最终所有人都会
被裹挟其中。形式主义加班，是个根本就停不下来
的“内耗游戏”。时至今日，最初的投机热情，很大
程度上已被“不加班要吃亏”的受害者心态所取
代，太多人不堪其累。

以加不加班，来衡量一个员工是否上进、是否
认真，这本身就是奇葩逻辑。那种由于人手不足、

工作量大等客观因素导致的“真加班”是一回事，
而所谓“领导不走我不走”的假装加班则是另一回
事。后一种情况所指向的，其实是企业内部绩效考
核、管理方式的根本性缺陷：对于员工贡献没有量
化的精准评价，对于岗位升迁缺乏成熟的标准和
流程，动辄以领导一己好恶进行治理决策，这些都
助长了“假加班讨好领导”的坏风气。

任何一家公司，需要的都是高效率、高能力的
职员，而不是耗时长、做样子的“演员”。彻底建构
以结果为导向的、去人格化的评价与激励体系，这
是让戏精停止表演的唯一办法。 然玉

谁说名校博士
不能到中学教书？

近日，深圳老牌名校深圳中学发布
2019年拟聘教师名单。名单显示，深圳中
学新聘的35名教师均为硕士以上学历，以
清华北大的博士和硕士毕业生为主，还有
国外顶级大学的博士毕业生。（5 月 19 日

《深圳晚报》）

这份堪比一些大学人才引进计划的
名单一经发布即引发热议，是名校毕业生
就业困难了，还是某些中学招聘教师的要
求太高了？有这样想法也属正常。

有人认为，“名校博士到中学教书”呈
现的是就业困难现实。要不然，如此高的
学历，何以到一所中学教书？甚至有人“引
经据典”，将既往“高学历低就业”的例子
拿出来说事：比如，名校学生卖猪肉。比
如，大学生当掏粪工。比如，博士生当城管
队员。随着经济的发展，事业的前行，大学
生就业的路子越来越宽广。“高学历低就
业”其实是就业观念转变的佐证。这说明
人们在选择就业途径的时候，已经摆脱了
传统观念的束缚。

不是只有“好的岗位”才有“好的未
来”，不是“好的未来”都由“好的岗位”
成就的。

“名校博士到中学教书”恰恰说明任
何岗位都是有吸引力的，而这样的吸引力
之下的就业观念变革才是最珍贵的。有句
老话说得多好，“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
不在深，有龙则灵”。只要我们是“仙”是

“龙”，即便是在小山上，即便是在浅水
中，一样能成就美好的未来。

还有人说，“名校博士到中学教书”是
最大人才浪费。这么高学历的人，就放在
中学教书匠的位置上，多少才华不能施
展，多少知识没有用处？这依然是陈旧的
思想观念导致的认知偏差。事实上，近年
来深圳中小学招聘师资的门槛普遍在提
高，而放眼全国，不断提高教师任教门
槛，扩大高学历教师的比例，已然成为中
小学的一大趋势。

这说明今日教育已经今非昔比了。
没有良好的教育，就没有美好的未来。
教育事业要提升，说到底人才是关键，
中小学是“打底子”的时候，就像“盖房
子”一样，地基一定要牢靠，因此提升教
育教学质量，就要让最优秀的人才从事
教师工作。

再说了，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从
基层做起，从基层开始，也是最好的历练
和锤炼。教育事业需要更多“名校博士当
教师”。名校博士到中学教书，小水塘也
能出蛟龙。 郝冬梅

■今日金评

不要让防身份证冒用成为一个人的战斗

别给“骂成的网红”红下去的机会

职场非片场 戏精请靠边

■百姓话语 ■热点追评

■不吐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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