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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网友在网上发布视频，反映河南省睢县高级中
学高一某班班主任王某让学生们发毒誓，“在教室里面只有
学习，若违此誓，死全家，先死爹，再死妈……”消息一传出，
网民为之哗然。

教书育人，老师当然要引导学生好好学习，但强迫学生
发“不学习就死爹妈”的毒誓，实在荒诞不经。更离谱的是，
据网友上传的该班微信群聊天显示，王老师还要求学生签
下相应的保证书，不签不准上学。1月9日，睢县高级中学发
布通报确认情况属实，并表示已责成涉事教师向学生及家
长真诚道歉，向校委会写出深刻检讨，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停止其班主任职务。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老师督促学生努
力学习的出发点可以理解，但这样的教育方式值得商榷。现
在的孩子，成长在相对优渥的环境之中，确实有不少人缺乏
勤奋刻苦的精神，需要好好激励一下。古人“悬梁刺股”，少年
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都是发奋学习的好榜样。

但是，发“不学习就死爹妈”的毒誓，纯属胡闹。这样的
所谓“誓言”，哪个学生会当真？视频中，学生们稀稀拉拉的

“齐誓”还不如班主任一个人的声音响亮，足以说明问题。

如果真有学生当真了，那更是害人匪浅。该老师所传
递的学习高于一切、为了学习甚至可以“六亲不认”的思想，
充斥着极端的功利思维。这种价值观在不少校园和一些老
师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值得警惕。

“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提高一分，干掉千人”……
为了激励士气，诸如此类“杀气腾腾”的标语口号常见诸校
园。与“不学习就死爹妈”相比，可谓如出一辙。这些看似

“与时俱进”的话语，实则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激素”而已，
对学习难说有什么裨益。透过这些“狠话”，我们看到的是
一颗颗因功利浮躁而发生变异的心，看到的是自然界“弱肉
强食、优胜劣汰”丛林法则的翻版。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老师的言传身教会对学生产生深
刻影响。强迫学生发“不学习就死爹妈”毒誓的老师固然是
个例，但“狠老师”却并不少，无非是表现形式和程度有所差
异而已。学生们在这种比狠的氛围熏陶之下，内心会埋下
怎样的种子，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不学习就死爹妈”的毒誓
虽然不值一哂，涉事老师也受到了应有的处罚，但这种“有
毒”的教育，绝不能等闲视之。

胡欣红 来源：《钱江晚报》

发奋不是比狠 何须杀气腾腾

“小砂糖橘”玩得乐不思蜀，“小东北虎”欢天喜地南下；
广西花式回礼200吨砂糖橘，黑龙江立马回赠10万盒蔓越
莓……近期，黑桂两省的双向奔赴成为舆论场一大看点。
在“南北互动”之外，安徽、四川、福建、山东等多地景区官宣
了免票、优惠等活动，全国文旅市场一片火热。

大众旅游时代，太多人想出去走走看看。有机构预测，
2024年我国国内旅游出游人数、旅游收入将分别超过60亿
人次和6万亿元，入出境旅游人次和国际旅游收入将分别超
过2.64亿人次、1070亿美元。这当然是巨大的市场“蛋糕”，
但落些到“自己的盘子”里并不容易。必须看到，今天的消
费者见多识广，大众化产品不再受到青睐，只有足够有看
点、有个性、有趣味的产品才能突围而出。社交媒体的“口
碑传播”、短视频的“造梗效应”，都极易让一座城市的形象
优劣、一地旅行的体验好坏形成“病毒式裂变”，流量的“爆”
与“冷”往往在一夕之间。

说到底，旅游产业是文化与商业的结合。我国国土广
袤、历史悠久、文化多元，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底蕴和禀赋，
出圈与否的关键在产品供给和服务能力高下，在能否做好
两者的加法乃至乘法。以冰雪资源为例，哈尔滨并非独此
一家，但今冬的“尔滨”分外“卷活儿”：力保明码标价、诚信
待客，针对目标受众的消费习惯和喜好完善细节，创造性地

给出不少惊喜，全民参与热情迎客，连出租车司机、服务员、
摊贩都不自觉用上了“夹子音”。“讨好型市格”“背刺整个东
北”等看似调侃，恰恰透露出其能“接住泼天富贵”的秘诀。
这里头涉及硬件的提升，如建立暖气休息室、搭建观赏冰雕
平台等等，但更多是服务理念的转变，冻梨摆盘、红薯配勺、
教堂悬月、飞马踏冰——每处小小改造，都能营造“宾至如
归”的暖意，俘获“南方小土豆”的“芳心”。

“一切皆文旅，文旅赋能一切”。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旅游业覆盖面广、综合性强，具有接触性、集聚性、
全城性等特征，“吃住行游购娱”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
场景。推动其稳健发展，对于扩内需、促消费、稳增长将产
生显著牵引作用。数据显示，元旦三天，全国国内旅游出
游 1.35 亿人次，实现收入 797.3 亿元。朴素数字，映射出
消费场景的蓬勃生机，彰显着经济发展的澎湃动能。而
各类文旅产品轮番出圈，也给其他行业不少启发。当我
们告别过去大规模、排浪式、复制化的消费模式，应当以
什么方式拥抱多元化、个性化、数字化的新消费？从“进淄
赶烤”中、从“尔滨陌生”中找找灵感。“脑洞”完全可以更大
一些，姿态完全可以更软一些，解锁更多新玩法，市场活力
才能充分激发。

田闻之 来源：《北京日报》

解锁更多新玩法 让城市创意出圈

据上观新闻报道，去年，上海建成了 1000 家餐饮食品
“互联网+明厨亮灶”示范店，通过直播后厨等方式提升市民
的获得感、安全感和满意度。但记者近日调查发现，这件为
民办的实事在一些商户和平台变了味，“叫好不叫座”。

现在餐饮小店跑步进入“外卖时代”，一些商家索性取
消堂食，外卖后厨成了“隐秘的角落”，这让一些无良商家的
食品安全问题更难得到有效监督。此前就有媒体曝光过，
一些外卖后厨卫生堪忧，甚至让人触目惊心。

从2015年起，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就配合国家卫生
城市、文明城市建设，在全国推广“明厨亮灶”工程。但此次
媒体调查表明，一些餐饮企业对“明厨亮灶”工程“阳奉阴
违”，表面热情接受，借此吸引顾客，暗地里却将摄像头对着
墙壁、走廊。

另外，一些平台坚持“阳光厨房”的动力也不足。比如，
平台要负担相关的网络开发和运维成本，还要安排人力紧

盯在线商户是否违约等。这些原因的存在，可能让一些地
方的“明厨亮灶”工程转眼就变得“黑灯瞎火”。

“明厨亮灶”工程有利于食品安全，也是一件多方共赢
的事情。外卖后厨直播，让食品生产过程变得可视、可知，
有利于保障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吃得更放心；对餐饮企
业而言，这其实也是吸引消费者的方式之一。事实上，只有
将此真正落到实处，才能倒逼餐饮企业规范食品生产过程。

为此，针对平台要有相关激励措施，激发其推行“阳光
厨房”的积极性。同时，也不妨协调建立统一的互联网动态
监管平台，对数量众多的餐饮店实行动态监管，提升监管效
率。

总之，需要监管部门、外卖平台、商家、消费者等各方形
成合力，方能推动“明厨亮灶”全覆盖、真落实，防止外卖后
厨直播变成“糊弄工程”，最大限度保障消费者舌尖上的安
全。 戴先任 来源：《新京报》

外卖“明厨亮灶”别转眼成“黑灯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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