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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漫画腰挑战#突然在各
网络平台大火，不少网友争相模仿
漫画中的动作：双腿在椅子上，腰
髋部反向弯曲近90度，胸部贴于地
面。多位女明星纷纷在微博晒图
参与挑战，相关话题一度阅读过
亿。此项挑战在被顶上热搜的同
时，也备受争议。3 月 22 日，杨幂
在微博发文公开道歉，称做这个动
作如果没有专业老师指导，有可能
对身体有害。（3 月 24 日《楚天都
市报》）

包括杨幂在内的众多女明星
的参与，无疑对“漫画腰”挑战起到
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导致模仿
的人更多。然而，很快杨幂就进行
了公开道歉，表示这一动作如果没
有专业老师的指导，可能会对身体
造成伤害，她也为自己错误的示范
进行道歉。随后医学界人士也为
此表态，这个动作看似展现腰肢柔
软度，但实质上可能导致软组织损
伤，日后留下背痛的后遗症，严重
的还可能导致胸椎、腰椎损伤，实
在得不偿失。

然而在很多网友看来，目前在
很多网络平台大火的“漫画腰”挑
战，不仅有可能带来身体上的伤
害，更加严重的问题是在一种畸形
的审美观念下给部分女性制造了

“身材焦虑”。
只有那些身材消瘦、苗条的

人 ，才 有 可 能 像 女 星 杨 幂 那 样
做 出“ 漫 画 腰 ”的 动 作 ，否 则 你
连 挑 战 的 资 格 都 没 有 。 和 受 到
质 疑 的“ 容 貌 焦 虑 ”一 样 ，这 会
让 那 些 身 材 没 有 那 么 苗 条 ，或
者 说 身 材 丰 满 的 女 性 ，感 到 自
卑和焦虑。

类似这样的挑战，近年来还有
很多，包 括 之 前 流 行 晒“A4 腰 ”，
在肩胛骨放鸡蛋等，几乎都是身
材苗条的女性炫耀的专利，都在
无 形 中 给 很 多 别 的 女 性 带 来 了
压力。

有人说，最愿意给女性制造并
套上枷锁的，往往正是女性自己。
因“漫画腰”之类的挑战而引发“身
材焦虑”的女性，是不是该有所反
思、有所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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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论衡之拍案说法

□舒圣祥

□陈广江

不少消费者在商场购物时，都曾
收到过珠宝店发放的免费礼品券，
领取毛巾、牙刷等小礼品还能免费
抽奖，“恰巧”运气爆棚抽中大奖，掏
几百元就能买走“高档”玉石珠宝。
殊不知，这种抽奖模式背后有可能
是商家精心设计的骗局。近日，宁
夏银川相关部门就查处了这样一起
珠宝抽奖骗局。（3 月 24 日《新 华 每
日电讯》）

商场珠宝抽奖骗局一点都不新
鲜，用“老掉牙”形容恐怕并不为过。
早在2018年央视“3·15”晚会上，这样
的抽奖骗局就已曝光，一时引发广泛
关注。尽管骗子坑人的套路大同小
异，但时至今日，在一些地方的商场超
市、旅游景点、商业步行街等场所，类
似珠宝抽奖骗局仍时有发生，上当者
亦不乏其人。

骗局为何屡试不爽、屡打不绝？
不难发现，骗术在不断“进化升级”，骗
子善于看人“下菜”、精准施骗。比如

银川这起骗局，珠宝店导购准备了两
个抽奖箱，一箱全是“一等奖”，一箱全
是“谢谢惠顾”，若顾客独身一人，就拿
出“一等奖”抽奖箱，若顾客是多人则
两个抽奖箱交替使用，造成抽奖假
象。此种方法极具迷惑性，容易诱骗
顾客冲动消费。

骗术“进化升级”的背后，是部分
消费者的心理弱点被摸透，骗子趁虚
而入，防不胜防。除了非理性消费、贪
图便宜等心理弱点外，部分消费者还
会因证据不足、维权成本高、耗费精力
大等消极维权甚至放弃维权，毕竟“优
惠”后的珠宝玉石价格仅几百元，不少
人会当作吃亏买教训。现实中，消费
者“吃小亏不较真”的现象普遍存在，
这正中骗子下怀。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重要细节：
珠宝店并非自己出面招揽顾客，而是
委托商场收银员等工作人员发放礼
品券、抽奖券，让消费者误以为抽奖
和优惠活动是商场举办的。不法珠

宝店有了商场的背书加持，消费者
更容易上当。有人之所以轻信了珠
宝店导购的鬼话，很大程度上是冲
着商场特别是大型商场的口碑和信
誉去的，被骗后还浑然不觉甚至以
为赚到了。

从一定程度上讲，珠宝抽奖骗局
屡禁不绝，作为管理方的商场有不可
推卸的责任，即使不存在狼狈为奸、沆
瀣一气的问题，至少也存在管理失职
之过。对此，商场方面须提高警惕、尽
到责任，加大对员工和经营者的培训
和管理，别让好端端的商场沦为骗子
的“沃土”。此外，世上也没有无缘无
故的“合作”，商场工作人员为珠宝店
发放优惠券、抽奖券，是否存在利益输
送现象也值得深究。

消费者当然需要提高警惕意识
和维权意识，但监管部门加大执法
力度、商场履行好管理职责、强化警
示震慑效应，才是破除珠宝抽奖骗
局的关键。

老掉牙的珠宝抽奖骗局为何有人信？

涨学费是民校应对“公民同招”的好招数吗？
评论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 □熊丙奇

“公民同招”即将满一周年，又到
一年招生季，民办学校将何去何从？
记者发现：涨价，成为趋势之一。近
日，广州番禺区发改局批准 6 所民办
学校提高收费标准。有媒体记者盘点
发现，近一年来广州至少有 14 所民校
涨价，高的涨到八九万元一年，多的暴
涨 135%。

由于民办学校提高收费标准，是
经过区发改局审批的，在审批后进行
了公示，没有在收费标准之外再收费，
因此，这些民办学校涨价是合法的。
但是，对于民办学校学费飙涨，也有家
长质疑，涨价的幅度太大，在“公民同

招”后，民办学校是用提高学费标准来
进行生源筛选，把这作为一个应对招
数。对此，需要各地坚持执行义务教
育民办学校收费审批办法，也需要民
办学校在“公民同招”时代，转变办学
理念，切实从之前的“招好学生”，转向

“教好学生”。
2018 年出台的《广东省关于鼓励

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
发展的实施意见》放开了义务教育阶
段之外的民办学校收费,总体上自主
定价,市场调节。义务教育阶段民办
学校的收费,原则上实行政府定价,根
据相关改革进程及市场竞争程度适当
放开。根据这一意见，义务教育阶段
民办学校的学费定价，也可按改革进
程与市场竞争程度放开，向发改委申
请。民办学校可以按学期或学年收

费,但不得在公示项目和标准之外收
取其他费用。2019 年发布的《广州市
发展改革委 广州市教育局关于规范
民办义务教育收费审批有关事项的通
知》则要求义务教育民办学校学费，通
过生均成本和亏损成本相结合的方式
制定收费标准。

按照以上意见和通知，在推进“公
民同招”政策后，民办学校根据改革进
程和竞争程度，调整学费标准是符合
相关规定的 。 但 有 的 民 办 学 校 学 费
涨幅达 135%，让家长质疑，民办学校
的学费真是严格按生均成本和亏损
成本制定的吗？这需要监管部门审
核民办学校提供的生均成本与亏损
成 本 数 据 ，做 到 调 整 学 费 标 准 于 法
有据。

在去年实施“公民同招”，电脑摇

号录取政策时，就有一些民办教育举
办者，想到一个应对招数：提高学费。
其理由是，对于优质的民办小学和初
中来说，有提高学费标准的“底气”，家
长不会因为提高了学费标准，就不选
择这些民办学校。而且，提高学费标
准，是受到部分家长欢迎的，因为这样
一来，就会形成一条筛选生源（按家庭
经济条件）的门槛，减少报考民办学校
的 人 数 ，从 而 提 高 报 名 者 摇 中 的 概
率。学校再用增加的学费收入，提高
教师待遇，开展小班化教学等改革，就
会形成新的高端办学“良性循环”。

从现实看，这一办学选择，确实被
部分地区的民办学校实践，当然，这也
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在另外一些地
区，如上海，民办学校虽然也想提高学
费，但物价审核部门严格把学费涨幅

控制在 20%以内。其目的是防止出现
新型“贵族学校”，即非营利性的民办
义务教育学校成为高收费学校。虽然
高收费学校，从选择权角度看，满足
了 部 分 高 收 入 家 庭 的 子 女 教 育 选
择 ，但 会 让 义 务 教 育 阶 段 存 在“ 天
价”学校，一定程度影响义务教育的
公益属性。

可以预见的是，民办学校在进行
一次性较大幅度的涨价后，不太可能
再涨价。在“公民同招”时代，得到家
长认可，有存在价值的民办学校的优
势，不会再是生源优势，而会是办学质
量优势，这是民办学校应该形成的教
育观念，也就是说，要从选好生源，到
向教好所有学生转变。

（作者是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
究院院长）

“灰广播”
伪造直播带货
本质是诈骗

普通保健品被宣传成“无所不能的人
体万能干细胞”，不仅包治百病，还自带

“80 天细胞再生，80 天血液干净”等神奇
功能……“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灰
广播”带货悄然兴起，原价几块钱的保健
药品摇身一变成“神药”，身价暴涨 10 倍
至近百元。

事实上，所谓“灰广播”带货，并不是
最近才“悄然兴起”的。广播电台安排所
谓“专家”，通过接听所谓“听众”打来的
热线，以直播节 目 形 式 ，推 销 保 健 品 或
酒类货物，应该算是最早的直播带货，
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有了，且一直延续至
今。只不过，这种直播形式的广播带货
节目，制作越来越假，以前好歹会安排
几个虚假的听众，真的去拨打直播间电
话，现在则省事很多，干脆全部都是提
前录制。

很多吹嘘治疗效果的保健品和药品
广告，拿到正规广告批文不太可能，但是
通过与电台合作开办直播节目，就要容
易 很 多 。 还 有 某 些 号 称 免 费 赠 送 的 名
酒，极大可能是拉大旗作虎皮，甚至涉嫌
假冒伪劣，跟那些知名品牌也许一点关
系都没有，但这并不妨碍其在广播电台
中，常年以“最后几天大优惠”的方式进
行各种欺骗。

明明是为了卖货的录制音频，为什
么要伪装成电台直播节目，还要煞有介
事地接听一帮全是托儿的“听众”打进
来 的 热 线 ？ 明 眼 人 都 知 道 ，这 根 本 不
是 什 么 直 播 节 目 ，就 是 按 时 长 收 费 的
广告，而且是严重违反广告法的那种，
要 么 夸 大 宣 传 ，要 么 以 低 价 诱 惑 。 之
所 以 伪 装 成 电 台 直 播 节 目 ，为 的 就 是
要规避广告法，旨在欺骗那些不明真相
的听众。

所谓“专家讲座”和“热线接听”，均
为经销商提供的录音资料，包括听众拨
打的热线电话，也根本接不进“讲座”现
场，广播内容均为提前录制……这样的带
货“灰广播”，在很多正规广播电台大量
存在，事实上已经涉嫌违法。广播电台
不 仅 可 能 因 此 承 担 民 事 责 任 和 行 政 责
任，如果经销商涉嫌犯罪，电台明知而提
供播出平台，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的共
同犯罪。

一方面，广电部门和广告执法部门，
应该加大对此类“灰广播”直播带货乱象
的打击力度，不让伪造热线直播成为一
种普遍常态；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也应依
法发起行政公益诉讼，督促不作为的行
政机关尽职履责。除此之外，某些不要
钱免费拿的“名酒”，是不是涉嫌假冒伪
劣，某些几乎包治百病的“神药”，是不是
涉嫌药品犯罪，类似“灰广播”直播带货，
是不是涉嫌虚假广告犯罪，司法机关也
应介入调查。

“灰广播”带货，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伪造
成电台直播节目，虚构听众打进热线，一
唱一和夸大宣传，骗取听众交付财物，本
质上已经是一种诈骗犯罪行为。上当受
骗的对象，往往是那些文化水平不高、又
特别信任广播电台的弱势群体。“灰广
播”带货乱象持续多年，早该进行整顿
了。与此同时，广播电台作为新闻单位，
千万不能为了一点广告收入而沦为骗子
的帮凶。

亲情陪伴缺失、家庭监护缺位。
家长的不尽责，不仅给了坏人可乘
之机，也让不少孩子走上歧途，对这
些不称职的父母怎么办？浙江省杭
州市萧山区对这些失职父母强制

“ 补 课 ”，让 不 合 格 父 母“ 回 炉 再
造”。据介绍，强制亲职教育则是检
察机关强制要求涉罪未成年人或未
成年被害人父母接受专业教育的指
导，是国家公权力强力介入干预对
孩 子 的 家 庭 教 育 监 护 。（3 月 24 日

《中国青年报》）
众所周知，“熊孩子”的背后往

往是“熊家长”，然而尴尬的是，很多
时候，我们既对“熊孩子”无能为力，
也对“熊家长”束手无策。在未成年
犯罪通常不诉不捕的大背景下，惩
戒办法不多、矫治手段不力的弊病
越发凸显，甚至引发了全社会的普
遍担忧与不满。为之求解破局，“监
护人强制亲职教育”，无疑是一个值

得尝试的方向。以之倒逼父母担起
教养责任，藉此提升父母实际教育
能力，理论上说，这将大大有利于涉
罪未成年人的矫正。

所谓的“亲职教育”，可以从两个
方面理解。一者，就是“义务敦促”。
很多家庭内部，家长由于各种原因长
期对孩子疏于管教。监护人未能履行
基本的监护义务，子女处于实质上的

“失管”状态，自然容易误入歧途。“亲
职教育”就是要改变这一现状，让失职
失责的父母们，履行好法定的角色职
能；而除此以外，“亲职教育”也可视作
是一次技能强化。现实中，不少父母
不是不想管，而是不会管、管不了。此
番有了专业机构的“辅导”，情况有望
大不一样。

一直以来，相当一部分家长，对
孩子的管教，往往在两个极端之间
跳转。孩子不闯祸，不管不问；孩子
闯祸了，拳脚相向。这种冷漠的、暴

力的、偏激化的家庭环境，注定是极
其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
的。必须看到，家庭作为一个内向
的、封闭的结构，本身是有其惯性和
路径依赖的，往往是缺乏自我修正、
文化进化能力的。适当的外力引
导 ，是 打 破 这 种“ 稳 态 ”的 必 要 条
件。而“强制亲职教育”，就是实现
问题家庭到正常家庭的重构，这是
避免涉罪未成年人“重复犯罪”的治
本之策。

从某种意义上说，强制“亲职教
育”，就是对过往犯罪未成年人“一放
了之”乱局的根本性堵漏。“工读学校”

“社区矫正”“强制亲职教育”等制度，
彼此协作、环环相扣，一同构成了家
校社会三位一体共育共管共治的完
整链条。让熊家长变成“合格的家
长”，让熊孩子在一个健康的家庭里

“走上正路”。一切可以期许，一切
值得努力。

热点快评

强制亲职教育
筑牢预防未成年人再犯罪的家庭防线 □然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