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2月11日中新社报道，春节后的一段时间历来都
是火热招聘期。在湖南长沙的一些人才市场，由“懒人经
济”催生的整理收纳师、代跑腿、上门做饭等岗位需求量
大，一些家政公司不惜出高薪、增福利揽人。

诸如代厨、跑腿等“懒人经济”范畴中的新岗位，本质
上是一种“代服务”。在快节奏的工作、生活方式及习惯
之下，人们更愿意付费节约时间和精力。“懒人经济”快速
发展也体现了人们追求服务的差异性、服务供给的多样
性，见证了市场的活跃性。新兴行业的发展不仅给消费
市场带来更多可能性，也创造了更多就业创业的机会。
有关方面应以前瞻性眼光，动态关注相关领域的发展，尽
量避免此类新行业、新职业因为“新”而出现管理滞后甚
至真空地带，进而给消费者、就业创业者带来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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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2 月 12 日《法治日报》、澎湃新闻网等

媒体报道，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开

通报 10起粮食购销领域违纪违法典型案例，

所涉问题包括利用职务便利，在粮食物流仓

储经营、收储库点确定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

益，收受贿赂。同时，云南省纪委省监委对事

涉 11 个州市的 20 起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

典型案例进行通报曝光，指出粮食购销领域

“靠粮吃粮”问题依然突出，虚构交易、虚假轮

换等行业乱象依然突出，主管监管缺失、体制

机制改革滞后等问题依然突出。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粮食领域腐败

分子常被称作“粮仓硕鼠”，他们或公然操纵

规则或暗度陈仓，中饱私囊。其中，有的将粮

食以次充好、以陈顶新，在动态储备粮采购和

轮换业务中制造“转圈粮”，非法套取差价；有

的出具虚假购销合同、虚增单价、虚报运费和

出入库台账套取国家资金或挪用公款私分；

还有类似“违规安排轮换销售省级储备粮，致

使长期空库、亏库”等滥用职权行为，导致国

有资产流失，等等。

“粮仓硕鼠”问题已不是第一次被通报，

分析其原因：首先，粮库“守门人”的权力比较

集中。在通报中，“利用职务便利”几乎是所

有“粮仓硕鼠”身上共同的关键词，他们可以

随意拍板、揉捏制度规矩，侵占国有资产犹如

探囊取物；再有，管理混乱、运营机制问题重

重。从查处的案件来看，粮食腐败不仅遍及

收购、运输、存储、销售等环节，更存在作案手

段隐蔽多元化、窝案串案多发易发的特征，这

些都表明其暗箱操作的空间过大；此外，监管

人员与从业人员内外勾结等问题凸显了监管

的缺失缺位，这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腐败土壤

的形成，云南 11个州市“大面积”出问题就是

例子。

仓廪实，天下安。粮食领域腐败直接关

乎国家粮食安全和千家万户的生计。我国

“用占世界 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 22%的人

口”，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粮食安全的战

略意义。因此，中央一再强调，“中国人的饭

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而“粮

仓硕鼠”之恶，不仅啃食着广大百姓的饭碗，

而且“守门人”监守自盗，随意玩弄制度规则

为己所用，更是挑战着监管的底线。

“家中有粮，心中不慌”。确保仓廪实，不

仅要做到粮食收储颗粒归仓，更要着力“防蛀

打鼠”。一方面，有关方面要对粮食领域腐败

问题坚持“零容忍”，严厉查处、惩治，形成高

压态势；另一方面，要立足建立长效机制，通

过制度层面的补短板、堵漏洞，实现标本兼

治，守住国家粮食安全的底线。

不久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印发《关于深

化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意

见》，对紧盯粮食收购、储存、销售、轮换等关

键环节，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了部署。刚刚

发布的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多措并

举、综合发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这

些都为下一步推进专项整治提供了政策依据

和治理要求。

诸如粮食购销、能源储备、应急物资大宗

采购等领域，因其对国家和社会稳定运行的

意义重大、性质较为特殊，有关工作的开展相

对专业、低调，甚至有分级、保密等规定。普

通人通常较少关注这些与我们生活“过于密

切以致忽视其存在”的领域。这容易导致相

关领域的“局内人”在较少被关注的氛围中无

视法纪，为所欲为。不断完善诸如粮库、油

库、医疗物资等“资源富集多、风险隐患大”特

殊领域的监管体制机制，提升监管的有效性，

为保障国家战略安全夯实基础，是有关方面

的分内职责，更是百姓的共同期待。

守护好大国粮仓，守护好百姓“米袋子”，

绝不容许“粮仓硕鼠”横行。

守护粮食安全，绝不允许“粮仓硕鼠”横行
本报评论员 吴迪

不断完善诸如粮库、油库、医疗
物资等“资源富集多、风险隐患大”
特殊领域的监管体制机制，提升监
管的有效性，为保障国家战略安全
夯实基础，是有关方面的分内职责，
更是百姓的共同期待。

懒 人 经 济

别打着“风俗”的旗号耍流氓

图 说G

对“刘学州案”，要关注的不止判决结果

胡欣红

据《扬子晚报》等媒体报道，近日，江苏

徐州丰县一对新人举办婚礼时，新娘被多

名亲友亲脸、拍打臀部，相关视频被发到网

上后引发争议。新人的亲友解释，“吻脸拍

打屁股”是闹喜，是祖辈传下来的风俗，而

且新娘和家人都是不会反对的。事后，当

地民政部门和妇联回应，当地没有这样的

风俗。不少当地网友也表示，当地不存在

这样的风俗。

幸亏当地没有这样的风俗，否则不知还

有多少新人会遇到类似情况。

闹婚，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作

为结婚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带有狂欢、

娱乐、戏谑的成分。正因此，民间一直有“结

婚三日无大小”的说法。

从民俗角度来看，闹婚能够增加婚礼的

喜庆气氛，亲友间一些适度的调侃、揶揄，也

可以破除新人的羞涩。现代社会，自由恋爱

时代，婚礼上也有一些类似闹婚的环节，但往

往无伤大雅。

相比之下，有些地方的闹婚已然偏离了

热闹和喜庆，出现了诸如新娘或伴娘被占便

宜、被“揩油”，新郎或伴郎被殴打受伤等情

况，极个别的，喜事直接变成了悲剧。

应该明确的是，热闹不是胡闹，不能打着

“闹婚”的旗号行耍流氓之事。在诸如“传统

习俗”“地方特色”的掩护下，一些低俗的婚闹

仿佛成了“牛皮癣”，对这种明显有违公序良

俗，败坏社会风气，甚至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

行为，必须及时纠偏。

虽然很多人明知这些低俗“婚闹”可能是

不法行为，但依然有恃无恐。究其原因，就在

于其披上了“狂欢”的外衣，加之举办婚礼的

人家为了吉利与喜庆，一般不会翻脸。

近年来，为抵制低俗婚闹，破除陈规陋

习，一些地方开展了不少专项整治工作。比

如，在山东邹平，多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打

击恶俗婚闹的公告》，明确严禁婚庆活动中的

低俗、恶俗婚闹行为，并强调“违者由公安机

关视情节依法予以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追

究刑事责任”；安徽蒙城利用婚姻登记窗口，

向新人讲解婚事新办、简办的意义，与新人们

签订《抵制恶俗婚闹承诺书》，积极引导新人

自觉抵制婚嫁恶俗，等等。

风俗大不过国法，任何行为都不能跳出

法律的约束。司法机关对于低俗“婚闹”不能

见惯不怪，而应“该出手时就出手”，及时依法

严肃惩治。同时，有关部门、社会团体、基层

自治组织，也要积极依据相关政策规定，加强

宣传引导和教育，号召人们共同抵制、摈弃这

种歪风邪气。

社会在进步，闹婚理应更文明、更法治。

类似闹婚现场成骚扰现场甚至违法现场的情

况，不该再发生。

史洪举

“29.9元充值 100元话费，49.9元充值 200元话费”——据

2月 13日《中国消费者报》报道，不少人在使用视频 APP、游戏

小程序时，都看到过类似的话费充值弹窗广告。如此诱人的

广告其实藏着不少猫腻，比如诱导用户下载其他 APP，而充值

实为购买充值满减券。如支付 49.9 元充 200 元话费，实际上

是购买了 40 张 5 元话费优惠券，充值满 100 元才能减 5 元，充

值 4000元话费才能享受这 200元优惠。因涉及金额大多不超

过百元，且很难联系到商家，不少人只能自认倒霉。

根据我国广告法的规定，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

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告。商品的性能、功能、用

途、规格、成分、价格等信息，以及与商品有关的允诺等信息与

实际情况不符，对购买行为有实质性影响的，属于虚假广告。

上述广告以低价充值噱头来引流，人们看到的是 100 元

话费，实际上是 100 元话费优惠券，并且这 100 元优惠券要分

几十次使用，全部使用完要再充值数千元——不得不说，商

家此举既给消费者“挖了坑”又让消费者有苦说不出，毕竟优

惠券加起来确实有 100 元。让人担忧的是，这种广告如今依

然堂而皇之地、频繁地出现在一些 APP或小程序里。

我国广告法明确规定，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明知或者

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的，没收广告费用，视

情节处广告费用多倍罚款，并可以暂停广告发布业务、吊销营

业执照、吊销广告发布登记证件。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类似广

告中，商家的表述更多的是打了擦边球，并不完全符合虚假广

告的条件和标准。

对年轻人来说，这种广告即便是点开了，在了解详情、知

道商家的套路之后，大概率也不会去消费或者下载新的 APP，

但对老年人来说，这种广告的诱惑性和“杀伤力”可能不小，也

容易引发一些误操作，进而被扣除一些费用。

值得商榷的是，商家是否一定要用这种类似给消费者“挖

坑设套”的方式去营销和引流？有关平台是否要充当这种行

为的助推者？对这种广告，有关方面应该尽快给出一个明确

的说法。

“29.9元充值100元话费”
算不算虚假广告？

罗筱晓

最近，四川甘孜州道孚县文旅局
长降泽多吉火了。在一段推介道孚旅
游资源的短视频里，降泽多吉英语、汉
语齐上阵，化身宇航员、唐明皇、格萨
尔王，用cosplay（角色扮演）的方式把
当地代表性景点呈现在观众面前。

短视频在网络推出后，很快获得
了网友关注，降泽多吉也成了“网
红”。有人说他很有魅力，有人说他
多才多艺，还有人夸他英文发音很标
准……对此，降泽多吉在接受采访时
回应，视频受欢迎并不意味着他个人
走红，而是道孚火了。

近年来，因宣传、推广当地文旅资
源而进入公众视野的文旅部门负责人
不少。比如，四川甘孜州文旅局局长
刘洪、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文旅局
副局长（原昭苏县副县长）贺娇龙等。

此番降泽多吉出圈，有人更是评
论说，干文旅工作的人实在是太“卷”
了，拿不出大招都不好意思在行业里
待下去。

玩笑归玩笑，相比此前一些被视
为无谓消耗的内卷，地方文旅部门相
关负责人的这种“卷”是人们乐见的，
因为这背后体现出的，是相关职能部
门工作人员的用心和作为。

以道孚县此次广受关注的视频为
例，它本身是为四川省文旅厅“文旅局
长说文旅”主题短视频营销活动拍摄
的。这中间有完成任务的成分，也有

“具体选择怎么做”的空间，道孚没有应
付了事，而是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想创
意、写文案，在深冬季节辛苦拍摄。

除了想不想作为，能不能作为也
是成败的关键。融媒体时代，想要推
广文旅产品，领导干部不仅要了解和
使用各类社交平台，还要在掌握传播
规律的基础上寻找更容易出效果的宣
传方式。比如“最帅气局长”刘洪在走
红前，已经用一年多时间拍摄了各种
风格的甘孜州文旅推广短片。如果没
有这些学习、摸索和经验，他恐怕也难
以成为当地文旅业的一张名片。

让人欣喜的是，类似有作为的“内
卷”，并不只是文旅业才有的现象。比
如，春节刚过，为帮助企业“抢工”，各
地人社部门纷纷使出“绝招”：有的带
团跨省招工，有的第一时间用免费大
巴将招来的工人从家门口送到厂门
口，有的早早安排好目的地后勤保障
工作……

再如，新春伊始，不少地方为稳定市场主体、吸引更多市
场投资，纷纷从税收优惠、支持融资贷款、提升政务环境等多
方面着手，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复苏和发展。

无论是“抢游客”“抢工人”还是“抢投资”，相关政府部门
及其工作人员花多大力气、用哪些方式，效果上很可能大不
同。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很难成事，因循守旧、被动应付也换
不来发展。只有当更多部门、人员积极主动出击、求新求变、
切实担当作为，相关工作才有“向前一步”的更大可能性。这
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在其位、谋其事、尽其责。

说到底，人们对一些干部不吝称赞，其实是对其想作为、
敢作为、善作为的肯定与鼓励。这与一些“躺平”式干部形成
了不小的对比。不难想象，这样的人多了，职能部门内部就更
有可能形成“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相关工作的效能也将迈
上更高台阶。无论是行业的发展还是社会的进步，都需要更
多这样的人共同发力、担当作为。

更重要的是，作为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政府部门，更多
的作为带来的是更多竞争，有竞争才有突破、有改变，如此，多
项服务的态度、速度以及质量都会随之提升，这也意味着，百
姓的生活有望更便捷、更舒适。如此看来，职能部门的工作

“卷起来”，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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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辉

据《大河报》等媒体报道，刘学州去世一

年以后，2月 13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对刘学州

被网暴致死案进行了网上审理。该案代理律

师介绍，刘学州去世后，其在网络上提取了针

对刘学州的 2000 多条网暴言论。据悉该案

是由刘学州养家外祖父母提起的诉讼，“不是

为了经济赔偿，也没有任何利益诉求……就

是为了完成他的遗愿，让网络暴力者得到应

有的惩罚。”

发生在一年多以前的那场沸沸扬扬的网

暴事件，至今令不少人刻骨铭心。彼时，一个

年仅 15 岁的花季少年，在历经被遗弃、拐卖

甚至是猥亵等种种不幸之后，又遭遇了铺天

盖地而来的网暴，这些毒言恶语也成为压垮

这个孩子的“最后一根稻草”。后来，他选择

终结了自己的生命。这一切着实让人扼腕叹

息而又无比愤怒。

正因此，现在由其近亲属提起的网络侵

权责任纠纷案，备受关注。尽管此案刚刚进

入庭审阶段，但这场一方当事人已经不在人

世的“身后诉讼”，对于互联网空间和舆论治

理无疑有着突出的法律意义，也承载了多重

期待。

首先，人们希望通过这样一次审判，能够

还早早逝去的刘学州一个迟来的公道，同时

告慰刘学州年迈的外祖父母等亲属，并给所

有关注此案的人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受害者

已经离世，但公平正义不能缺席。

其次，人们希望通过这次审判，让那些口

无遮拦、心底阴暗，动辄对他人恶语相向，肆

无忌惮攻击、抹黑、伤害他人的“键盘侠”受到

法律的惩处和震慑。时下，网络上的“键盘

侠”不少，他们虽然没有直接戕害他人，却往

往采取网暴这种“杀人诛心”的手段，残忍地

将一些素昧平生、无冤无仇的人逼近人生的

死胡同。除了刘学州，网暴的受害人还有不

少。互联网不是无法之地，这些人必须为自

己的言行付出应有的代价。

第三，人们希望这一标志性案件的审理，

能够促使更多人更加深刻的认清网络暴力的

危害及法律后果，从而共同抵制网暴的肆虐，

也希望人们在面对类似伤害时，能够更积极、

更有勇气和信心地通过法律途径伸张正义。

当然，更重要的是，人们期待以此案为

契机，推动整治网暴相关法律法规的进一步

细化、完善，推进互联网治理的进一步法治

化、制度化，让网络空间更加清朗，让网络舆

论不再偏激，确保更多人不再轻易受到网暴

威胁和侵害，确保类似刘学州这样的悲剧不

再发生。

诚如代理律师所言，刘学州养家外祖父

母提起诉讼，不是为了经济赔偿也没有任何

利益诉求。人死不能复生，无论该案最终判

决结果如何，都无法让逝者活过来，但逝者需

要一个公道，家属需要一个交待，施暴者、作

恶者也应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如何让网

络空间更加风清气正，如何彻底断了靠网暴、

造谣吸引流量的生意和套路，如何让更多人

自觉遵守网络空间的规则和秩序，这是比个

案的审判结果更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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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因未履行探望权被诉，
提示亲情不可缺位
何勇海

离婚后，父亲或母亲未探望，孩子是

否可以作为诉讼主体，主动要求父亲或

母亲对其进行探望？近日，四川成都高

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未成年人请求

探望权纠纷案，判决被告父亲履行探望

权义务。这是民法典实施后四川审结的

首件未成年人请求探望权案。（见 2 月 9
日《成都商报》）

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夫妻离婚

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亲或者母亲，有

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

务。以往，比较常见的探望权案件多是

孩子父母之间或因积怨较深，或因抚养

费纠纷等，以各种形式阻挠另一方行使

探望孩子的法定权利。如上述案件这

样，女儿因父亲离婚后一年未对其予以

探望而将其告上法庭的情况，的确少

见。该案在维护未成年人权益、保障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方面，具有较为典型的

意义。

未成年子女是否能够作为探望权的

诉讼主体，主动要求父母对其进行探望，

民法典并无明确规定。探望权是基于父

母与子女之间的血缘和身份关系而产生

的权利，血缘和身份关系的存在，使得父

母对子女具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只有

履行了探望权，离婚后与子女分开的父

亲或母亲才能对子女履行抚养、教育的

义务。所以，探望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

种义务。既然父亲没有履行这一义务，

那么孩子有权要求其履行。

探望权的立法初衷，是为了弥补因

父母婚姻关系破裂、家庭成员变更，给未

成年子女造成的不利影响，从而呵护孩

子健康成长。也就是说，探望权的设立，

不只是为了满足父母离婚后对孩子的情

感需要，也是为了便于不直接抚养子女

的一方关怀子女、履行家庭教育责任。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法院支持了未

成年人要求父亲对其进行探望的诉讼请

求，判决父亲履行相关责任和义务。为呵

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人民法院既要破解

离异夫妻的“探望困境”，也要化解离异夫

妻的“探望不作为”，“难见孩子”与“不见

孩子”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不管怎样，父母都应切实履行对子

女的各种责任和义务，上述案件对所有

离婚家庭而言都是一种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