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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老师沉迷于做微商，朋友圈里全是广告，
你看，上午9点正是上课时间，也在购物群里发广
告。一天发几十条，老师自己赚钱不亦乐乎，可我们
家长心都在颤啊。”6月29日，几位学生家长拿着一
沓微信截图证据材料来到乐清市纪委市监委派驻
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组投诉反映。（7月12日央视网微
信公众号）

近年来，随着微信等社交软件兴起，微商遍地
开花，不少中小学老师也加入其中，利用“碎片时
间”兼职做微商。小学老师兼职做微商，结果被家
长投诉举报，受到纪委立案查处。或许有人不能理
解，觉得这是小题大做，是在捏软柿子。但从严肃
师德角度说，小学老师沉迷做微商被查处一点也
不冤，家长和纪委不是小题大做。

教书育人是教师本职工作，爱岗敬业是中小学
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小学老师沉迷做微
商，甚至在上班时间、上课时间还在不停地发微商
广告，显然不符合爱岗敬业的职业道德规范要求，
实质上是一种违背师德的行为。俗话说，“一心不能
二用”，在学校上课时间都不忘发微商广告，必然会
挤压日常备课、教研等时间，“对工作高度负责，认
真备课上课，认真批改作业，认真辅导学生”必定会

沦为一句空话。
从法律角度说，纪委查

处老师沉迷做微商，有政策
依据。在当前的教育环境
下，老师做微商，实际上卖

的不是商品而是老师身份，客
观是在“绑架”家长消费，家长

买也不是，不买也不是。
再者，微商、网店虽然在形式

上与实体店有所不同，但都是以
营业为目的，做微商、开网店在本
质上是从事营利活动。按照《全面
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
意见》等规定，公办中小学在编教
师身份是公职人员，公办中小学教
师做微商，实质上是公职人员从事
营利性活动，违反了相关规定。

总之，老师的职业特殊性，决
定了老师必须为人师表、爱岗敬
业。但这不能一味地靠情怀呼
唤和引导，需要提高教师工资
收入，让老师靠合法收入就
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不
必靠做微商来赚钱，教育
部应明确规定禁止教师

做微商。 何勇

受疫情影响，今年高校毕业生遭遇特殊就业
季。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面对严峻就业形势，部
分高校、部分专业为追求就业率“好看”，变相要求
毕业生提供就业证明等表格材料，以完成就业率
的统计。令人烦恼的是，毕业生本就因求职而背负
较大压力，却还得分心配合“表演”。“表格就业”，
何以流行？（7月12日《半月谈》）

显然，任何统计数据都要实事求是，不应该有
丝毫“注水”。以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为例，一旦数据
不实，不仅影响就业形势判断，误导保就业政策决
策，还会对高校专业设置、专业规模、资源分配等
造成误导。为此，教育部三令五申严禁高校毕业生
就业率造假。6月下旬，教育部再次下发通知，严格
核查各地上报的就业数据。

从实际情况看，今年部分高校公布的就业数据
或接近真实。比如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截至 5 月 25 日，该院本科就业率为 35.17%（其中签
约率仅 14.48%）、研究生就业率为 48.53%。山东科

技大学交通学院毕业生近 400 人中，截至 6 月 3 日
协议就业率 23.57%。而往年不少高校的就业率动
辄99%，即今年就业数据更可信。

但从半月谈记者调查来看，部分高校仍然存在
“表格就业”——只是纸上就业，并未真正就业。为
了让就业数据好看，有的高校拿报到证和档案作
威胁，强迫毕业生证明自己就业；有的打感情牌，
搞道德绑架，让毕业生帮母校“撑面子”；有的则软
磨硬泡“骚扰”毕业生，迫使其松口……

笔者以为，无论今年要求各地各高校严格落实
“四不准”，还是严格核查高校就业数据，仍然是一
种治标之举。要想立竿见影，治标之策不可少。但
在治标的同时还应该治本。比如不少人建议，应着
力转变高校就业评价机制，改变当前重就业数据、
轻就业质量的评价方法。这种呼声已经出现很多
次，期待用改革回应这种声音。

再如，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统计。长期以
来，就业数据由高校自己统计然后上报，这种单一
统计机制给了高校自我美化的机会。虽然教育部

门会进行核查，但每年几百万高校毕业生，再加上
造假手段较隐蔽，核查难度较大、效果有限。只有
多元机制同时统计高校就业数据，通过数据对比
就能发现高校就业数据有没有造假。

同时，还可以在统计方面借鉴他国经验。例如
美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和评估通常是由政
府专职部门、职业界(包括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社
会组织)和高等院校自身三者承担。这种“三元化”
统计，由于可以对比数据，就能防止造假。我国不
妨对高校就业数据实行多方统计，教育部门或统
计部门、委托社会组织及高校同时参与统计。

可能有人认为，多方统计有重复统计、浪费资
源的嫌疑。其实，只要有利于就业数据真实准确，
多方统计并非多余。对于核查或数据对比发现的
高校就业统计造假行为，也应该依据《统计法》严
肃追责。因为高校就业数据真实与否，既关乎保就
业的国策是否科学，也关乎毕业生的就业权益，还
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冯海宁

遏制高校“表格就业”须标本兼治

别苛责“跪拜”恩师
的高考生

7月10日中午12时30分，“新高考”生物考试
结束，在聊城一中考场外，一名考生从考场跑出来，
突然向班主任下跪表达感恩之情。下跪学生张继腾
后来表示：“当时没有多想，没有更好的表达方式。”
张继腾说，他很感谢班主任林静一直以来对他的照
顾。（7月11日澎湃新闻）

高考考生考场外的这一跪，跪成了新闻热
点，也跪出了很大争议。虽然绝大多数网友和公
众，都认为考生给自己班主任老师行跪拜之礼，
源于对老师的感恩，是情之所至的一种外在表
现，但也有部分网友认为，感谢老师有多种方
式，没有必要采用下跪磕头这种方式，毕竟这是
旧社会才有的礼节了，作为青年学生，理应远离
这样的“封建陋俗”。

首先来说，跪拜之礼不能简单归为“封建陋俗”
行列，更应该被视为一种传统礼仪文化的延续，关
键就看你的跪拜对象是谁。比如逢年过节的时候，
我们在扫墓、祭拜先人时，会对故去的先人行跪拜
之礼，体现的就是对先人的一种尊重和礼遇；再比
如一些地方过年时，孩子甚至成年人，都会给父母、
爷爷奶奶等辈分高的人行跪拜之礼，体现的也是一
种尊重和爱戴，不能算是“封建陋俗”。

新闻中这件事，之所以会引发这么大关注，最
根本的在于考生跪拜的，不是自己的父母、祖辈，而
是自己的老师，从而让很多人觉得在心理上难以接
受。我们先不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样的古训适
不适合现代社会伦理规范，但面对比自己大，对自
己有教育培养之恩的老师，学生行之以“跪拜大
礼”，也没有什么不妥当。

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角度来看，正如事后
这名考生所说，自己是住校生，平时学习紧张很
少回家，作为班主任的林老师对自己很关心，他
在情感上对林老师也比较依赖，当成了自己妈
妈一样，所以才有了走出考场后的跪拜之举。既
然在心理和情感上，学生把老师当成了父母一
样的存在，那么在非常时刻行跪拜之礼，也就不
难理解了。

这样的跪拜，让老师和学生都比较激动，也感
动了无数网友。正如一些网友所说，虽然学生以跪
拜的方式表达对老师的感恩之情在形式上比较另
类，但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情感，却是真挚的，纯洁
的，是没有掺杂任何功利之心的，是很宝贵的。而学
生的这种跪拜，也是对老师数年如一日辛苦付出的
一种肯定与认同。所以说，跪拜的背后是师生之间
一种积极的情感交流，情感释放，其积极意义远远
超过了网友所担心的弊端。 苑广阔

老师沉迷做微商被查处是小题大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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