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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评天下
XIANDAIJINBAO

今日金评

从寒假起意，历时整整一个学期，1万多字，38封手写给孩子们的信件，
6月25日终于一封封地分发到宁波江东中心小学华光校区602班每个孩子
的手中。在毕业典礼彩排结束后的40分钟里，教室里静静的，孩子们一起打
开信封，展开信纸，读着读着，眼眶红了，哭出了声，走上讲台，轻轻地拥抱
老师。（6月26日《宁波日报》）

“38封手写信”是一种深沉的爱。
每年一到分别的季节，班主任都会在“素质报告”上撰写对孩子的评语、

希望。这是一种不错的教育方式，也是约定俗成的“教师必备”。
然而，我们也发现，虽然教师会给所有孩子书写评语，但评语内容都是

“差不多”的。
“38封手写信”之所以能够看哭所有的孩子，是因为这位老师的用心。
老师细致地观察每位孩子，书写的寄语是有针对性的，就像是“私人定

制”一样，每一位孩子的内容都是不同的，以至于书写这些“写给孩子的
信”，用了一个学期，写了1万多字，每一个字都是工工整整的。这是对孩子
浓烈的爱，这是对孩子炙热的情，这是一种教育基本情怀的回归。

给每个孩子写封信，针对他们各自的个性和特点，说说心里话，祝愿他
们走好今后的人生路，这样的举动不仅让人感动。“38封手写信”，能够让孩
子感受到文字之美、文化之美、认真之美、敬业之美、关爱之美。

“老师 38 封手写信”的意义，远不止看哭了所有孩子。如此毕业典礼会
成为一生的记忆。 郭元鹏

“38封手写信”的意义，远不止看哭了所有孩子

不吐不快

6月25日早上9点半，在渝北财富中心上班的何月(化名)第一时
间把公司下个月活动的预热信息发到朋友圈，随后又在家族群发信
息请大家帮忙转发，点赞。随后，她又发了一个5元的手气红包作为
答谢。同样的微信对话，小何每天都要发到四五个群里，因为点赞
数、转发数不够的话，公司会扣更多的钱。（6月26日《重庆晨报》）

对小何的无奈遭遇，很多人感同身受。
自从自媒体普及，朋友圈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很多用

人单位都打起了强制征用员工朋友圈的主意，除强制员工自己点
赞、转发外，还要求员工疯狂添加微信好友，完成一定的点赞、转发
任务。完不成的员工，轻则挨训斥，重则被扣工资、影响晋升。

更值得警惕的是，尽管“强制征用朋友圈”严重干扰和侵犯了员
工的个人空间和生活，引发舆论口诛笔伐，但这种不良风气非但没
有得到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严重污染了朋友圈生态。现如
今，朋友圈俨然成了广告圈，各种推广、宣传信息铺天盖地，让人应
接不暇，但碍于情面又难以“拉黑”，只能跟着受罪。

员工朋友圈属于个人私有空间，用人单位无权侵占、征用。但不
少老板眼里并不存在一条清晰的公私界限，员工下班后继续工作、
私人空间宣传公司活动等侵犯员工权益的行为，被视为理所当然、
天经地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人将朋友圈设置为“部分好友
可见”，或使用两个微信号。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些老板不定
期检查员工手机，根本没把员工的隐私当回事。

“强制征用朋友圈”看似笑话，实则包含着残酷的职场现实：为
养家糊口，很多人不得不委曲求全，接受雇主提出的种种非理、非法
的要求，合法权益被侵犯也只能忍气吞声。这种在虚拟空间侵犯劳
动者权益的问题具有一定隐蔽性，尚未引起社会民众特别是监管部
门的足够重视。

遏制这股不良风气显然不能依靠员工个人抗争，相关部门应创
新劳动监管方式，跟上形势发展要求。同时，建议有类似做法的用人
单位三思而后行，“强扭的瓜不甜”，与其强制，不如鼓励，哪怕是小
小的奖励、小到一句口头表扬，也比强制高多了。 陈广江

强制征用朋友圈，此风不可长

漫画 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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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之言

“女子半夜遭殴”引发反思：
如何善用监控数据？

近日，一段一名男子当街殴打女子的视频在网上热传，引发各方持续关
注，大连市公安局先后两次发布通报。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对其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警方正在进一步工作中。（6月26日《北京青年报》）

网传“女子半夜遭到殴打”带来两个明显效果，一是持续关注带来的庞大
流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广泛传播；二是带来社会对暴力与女性安全的广泛
关注，网络上全民搜索“暴力男”，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官方微博就此事发文，山
西、广东、福建多地警方，积极跟进排查，推动了案件的快速调查处理。

然而，这并不是事件的终点，还有一个问题有待存疑廓清：是谁把视频
数据放在网上？为何不第一时间向警方提供？当然，谁把视频数据放在网
上，或许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其把数据放在网上是为了流量还是为引起公
愤去“缉暴”，抑或二者兼而有之，毫无疑问，其正义性会遭遇到功利性的考
问。同时，其传播有积极的一面，也带来了负面的一面，比如，个别的人身暴
力违法犯罪透支了社会群体的整体安全感，以及给警方的介入带来被动和
无谓的浪费，让警方被视频的舆情牵着走，这些显然不能小觑。

从这个意义来说，个案有很强典型性。随着监控设备的“白菜价”，民间
监控能够拍摄到明显性质的暴力犯罪行为是大概率，这些数据如何规范管
理，并纳入到治安信息体系，恐怕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管理不慎，正
义可能成为一种消费品。

这就需要从两个维度加以引导和规范。其一，将治安“群防群治”从传统
引向网络，对于民间监控的信息，不能只是警方处警办案备查调用的存在，
应变单向为双向，提供一个网络渠道，鼓励公民和民间组织将监控中发现的
违法犯罪的视频数据上传，交由警方视同报警进行处理，强化联动参与治安
管理的主动性；其二，规范这类视频信息的管理，设置必要的底线，比如所
发现的明显的违法犯罪视频信息，未向警方报送不得在网络公开，以平衡秩
序管理与社会监督的关系，实现双向约束。 木须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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