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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代祭扫”乱象需疏堵结合

集思录

微 评

“访企拓岗”应成书记校长“必修课”
张 博

趁疫牟利就该被重罚
余明辉

走出“学英语无用”的认识误区
李晓宁

“刻4个字判赔12万元”倒逼游客“长记性”
刘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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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清明节临近，各网购、社交平台上提供有偿代扫墓服务的卖家多了起来。记
者看到，各地私人代扫服务的价格相差悬殊，内容也五花八门。某承接苏州地区代扫
服务的卖家介绍，服务一次收费500元。如果需要鲜花另加100元，需要水果或糕
点再加100元，磕头另外加钱。（据《北京晚报》3月26日报道）

对“代人扫墓”衍生的各种乱象，需要疏堵结合，有力防范与遏制各类“时令性”
骗局。

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开展全国高校
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的通
知》，部署开展全国高校书记校长访企拓岗
促就业专项行动。专项行动旨在充分发挥
高校书记、校（院）长以及校领导班子成员的
带头示范作用，千方百计开拓更多就业创业
岗位和机会，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
更高质量就业。专项行动以“用人单位大走
访，全员联动促就业”为主题，以就业去向落
实率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的高校为重点，在
2022 年 3 月至 8 月集中开展。（综合多家媒
体近日报道）

在新时代，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要越来
越迫切，企业对卓越人才的渴求也越来越强
烈。高校是教书育人的场所，肩负着为社会
培养和提供高素质人才的重要职责。高校
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不仅是促进就业的

有力举措，更应该成为一门长期坚持下去的
“必修课”。

正确的认识、正确的思想是从哪里来
的？只能从实践中来。高校的人才培养怎
样才能更好地对接社会需要？在象牙塔里
寻经问典、苦思冥想，是很难找到答案的。
扑下身子到企业走一走、看一看、谈一谈，能
够更深刻地把握社会发展趋势和人才需求
形势，更直观地了解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能
力素质要求，是提高办学质量、促进学生就
业的诚恳态度和有效方法。

时代在发展变化，教育不能刻舟求剑。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普及率逐年提高，一
些高校的专业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
都已经与经济社会发展脱节。有的教学质
量不高，就业率长期不理想，学生“毕业即失
业”；有的跟风开专业，在不熟悉的领域去

“卷”，实际上和自身的定位有所偏离；还有
的明明有专业站在了风口，却故步自封，不
能、不敢扩大招生和培养规模……凡此种
种，既严重浪费了宝贵的教育资源，又虚耗
了莘莘学子的青春年华，着实让人痛心。这
些现象之所以产生，当然与教育应对社会变
化的滞后性有关，但很大程度上也与一些高
校的管理层不肯深入调查研究、不能从实际
出发有关。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与国家发展同向
同行，高校的发展才能蒸蒸日上。教育部公
布的数据显示，2022 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
计1076万人。这是我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首
次超过千万。一边是众多的高校毕业生面
临就业，一边是国家有太多“卡脖子”技术有
待攻关、太多的高精尖领域急需人才，这也
意味着高校的办学与管理绝非一校之事，而

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提供人才支撑的大事。书记、校长等学校
领导带头走访企业，在广泛开拓就业渠道和
就业岗位的同时，充分了解社会实际情况，
充分吸收用人单位和毕业生的意见建议，相
信高校就能尽快补齐学科专业设置、教育教
学、就业服务等方面存在的短板，不断增强
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适应性。

把“访企拓岗”这门“必修课”学好，深
化供需对接就业育人，不论是对高校、对
学生，还是对企业、对社会，都大有裨益。
期待广大高校
的书记校长们
都能在这门课
上常学常新，学
有 收 获 、学 有
成效。

去年 7 月 11 日，男子陈某在贵州铜仁
梵净山游玩时，用登山杖在“梵净山金顶摩
崖”的石壁上刻划了“丽水陈国”4 个字。这
种不文明行为引发其他游客批评。铜仁江
口县人民检察院对此事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3 月 25 日，法院当庭判决被告陈某支付生态
环境修复费用及惩罚性赔偿金等共计 12万
余元。（据《检察日报》3月27日报道）

刻划 4个字就被罚 12万余元，相当于刻
一个字就要付出 3 万元，这让随意刻字者心
痛的同时，对其他心存侥幸刻字的人也是一
种震慑——景区随意刻字等不文明旅游行为
绝不是一件小事，不但要付出真金白银，还可
能因此被判刑。

旅游是涤荡身心、愉悦心灵的美好享受，
但享受美好风景的前提是遵守旅游管理规
定。遗憾的是，近年来，在景区乱涂乱刻等不
文明旅游行为时有发生。去年 3 月 21 日，3
名游客在八达岭长城墙体上“潇洒”刻字，被
公安机关给予行政拘留并处罚款。

事实上，无论是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是
文旅部 2018 年 12 月出台的《旅游市场黑名

单管理办法（试行）》中，都加大了对不文明
游客的惩戒力度。但现实中不文明旅游行
为仍屡禁不止。究其原因，除了人们对不文
明旅游“习惯成自然”，没有养成文明旅行的
自觉意识外，处罚过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很多地方对轻微不文明旅游行为，主要还是
靠劝导，很难让更多游客对文明旅游产生敬
畏感。

文明是出游的“通行证”。游客陈某为自
己的刻字行为付出了沉重代价，但再多的赔
偿也挽回不了对文物造成的不可逆损害。要
防止类似行为再次发生，仅靠“罚”还远远不
够。一方面，应设立“黑名单”惩罚机制，把
那些恶意在景区、保护文物上刻字刻画的破
坏者列入“旅游黑名单”，让其“一时失德，处
处受限”，并警示其他人“长记性”。另一方
面，执法部门应对恶意在景区或保护文物上
刻字刻画行为“零容忍”，让相关人员既付出
经济代价，又付出诚信代价，更付出法律代
价。如此多措并举、标本兼治，才能有效遏制
旅游不文明现象，倒逼更多游客遵规守法，文
明出游。

随着上海疫情防控工作进
入关键时刻，部分商家借机炒
高肉蛋奶果蔬等日常生活用品
价格。一棵普通白菜经过分
拣、包装后以 77.9 元的价格进
行售卖。近日，上海高岛屋百
货有限公司因构成价格欺诈违
法行为，被上海市市场监管局
处以 50 万元的顶格处罚。（据
新华社3月27日报道）

一棵白菜 77.9 元，从哪说
都太离谱。这不是市场机制调
节的结果，而是典型的哄抬物
价。这种趁疫牟利的行为，侵
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扰乱了
市场秩序，对此必须坚决说

“不”。
价 格 法 规 定 ，经 营 者 定

价，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
实信用的原则；不得利用虚假
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

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
与其进行交易；不得违反法
律、法规牟取暴利。2020 年 2
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
布意见提出，对涉及疫情防控
的违法行为从重处罚。此次
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对“天价白
菜”顶格处罚，是对这一要求
的积极落实，非常及时、十分
必要。严厉的惩罚力度，再次
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发出明确
的警示——借疫生财得不偿
失，心存侥幸终将自食其果，
只有诚信经营、依法经营才是
正途。

对价格违法行为从严从重
打击的同时，有关方面也应增
强防疫应急能力，做好口罩、大
米、肉禽蛋奶及蔬菜等储备、供
应工作，不给不法商家趁疫牟
利的可乘之机。

我省上半年全国英语四、
六级考试报名工作已经启动，3
月31日即将结束。（据《燕赵都
市报》近日报道）

随着考试报名工作在各省
陆续启动，“学英语是否有用”
的话题再起波澜。有网友说：

“学了那么多年、做了那么多张
卷子、参加了那么多场考试，工
作后，才发现学了没用。”一位
专家也建议英语退出主科、退
出高考，理由是我国 90%的人
在日常生活中用不到英语，中
小学生与其耗费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学英语，不如将时间用于
音体美。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英语
的应用场景的确较少。如果以
此衡量，大部分学科似乎也都
是“学了没用”。日常生活中，
我们既用不着三角函数，也不

必懂牛顿三大定律。然而，这
些基础学科却是科技进步的基
石。对于普通人来说，就算不
从事相关工作，也在学习中提
升了自己的分析能力、逻辑能
力。这难道不是更深远的“有
用”吗？

语言是交流工具，更是思
维载体。通过学习英语，我们
打开了更广阔的世界。当前，
英语对我们生活覆盖的广度前
所未有，具备一定程度的英语
水平，已成为生活在开放中国
的一项“必备能力”。

英语不仅不应退出主科，
更不应退出高考，还应进一步
学好。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如
何改革教学方法、提高学习效
率、打通学与用之间的“隔层”
等问题，而非纠结于“学英语是
否有用”这样的伪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