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 11日，位于河北省沧州市的
一家名为“荷塘月色（理享山店）”的足
疗店宣布，正式成为中超球队沧州雄
狮足球俱乐部官方赞助商。随后，其
官方账号称，2024年“荷塘月色”携手
沧州雄狮，源自双方共同的理念与热
爱。（3月13日九派新闻）

近几年，中国足球成绩不尽如人
意，中国超级联赛大环境更是不稳定，
许多足球俱乐部面临经营困境，导致
球员无法安心踢球。长远来看，这不
利于中国足球的发展。在此情况下，

“荷塘月色”足疗店正式官宣，成为中
超球队沧州雄狮足球俱乐部的官方赞
助商，无疑是“雪中送炭”。

其实，这次跨界合作对于足疗店
和足球队来说是双赢的。足疗店借助

体育赛事的影响力，提升自身品牌知
名度，吸引更多潜在客户；沧州雄狮足
球俱乐部则能依靠资金支持，增强球
队实力，提高比赛成绩，进而树立更好
的形象。

同时，足疗行业与足球领域的创
新合作，也给其他中超球队提供新的
视角——足球俱乐部可以打开思路，
努力找到商业和足球的契合点，多多
吸纳不同领域的企业参与进来，实现
互利共赢。

然而，跨界合作并非简单的“1+
1=2”，而是需要双方在品牌理念、市场
定位、受众群体等多个层面进行深入
沟通与融合，双方更是需要保持清醒
的头脑，坚守各自的底线和原则。

还要看到，这种看似互利共赢的
模式，可能会在实际中面临着挑战。
例如，跨界合作是否真正符合双方的
品牌形象与价值观？如何避免过度
商业化？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真正
实现“1+1>2”。与此同时，相关部门
和机构也应该加强对合作过程的监
管和规范，确保合作能够健康、有序
地进行。

事实上，足球市场正在逐渐呈现

回暖趋势。2024 年初，反腐电视专题
片《持续发力纵深推进》播出，将杜兆
才、李铁等人的腐败黑幕暴露在阳光
下，彰显了严惩相关领域腐败问题的
坚定决心；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
人大代表、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刘国
永建议增设“操纵体育比赛罪”立法条
款，维护体育比赛的公平和体育管理
秩序的安定，为建设体育强国提供有
力保障。

与此同时，数据显示，上赛季中超
联赛场均现场观赛人数为19900人，直
播观看量共计 1.12 亿次，数据均列亚
洲首位。而在中超联赛进一步回归正
轨的加持之下，2024 年这些数据大概
率还会有所增长。相应地，票房所带
来的收入，也将进一步促进各家俱乐
部良性发展。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足球将拥有
一个相对光明的未来。那么，各俱乐
部球员也要努力练好基本功，拿出拼
搏精神，在比赛场上全情投入，如此
才能不负众望、触底反弹。2024 赛
季，重新出发的中超联赛，值得更多
关注；重新整顿的中国足球，也值得
更多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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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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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浴赞助足球
跨界合作如何“1+1>2”

瞭望塔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评论员 任思凝

奥运冠军让孩子在家上学，何以引发热议

媒体 聚焦

新京报：
月付6000元追微

短剧，老年人不该被收割
“放假回家发现妈妈为微短剧付

费越来越多，最近半年保持着每月
6000元的付费频率”。近日，有媒体调
查发现，微短剧收费乱象严重，存在诱
导付费、自动续费陷阱等诸多问题。

当前很多主打“快节奏、爽感”的
微短剧，通过夸大性的冲突剧情，勾起
用户期待后续剧情的紧迫心理，使得
用户往往以为只是花几块钱看几集短
视频，最终却莫名其妙签了一个超长
付费合同。其针对老年人群体的肆意
收割行为，尤需引起重视。可尝试按
照内容付费来进行监管和规范，起到
用户权益保护的兜底作用，在行业自
律短期内无法迅速实现的情况下，可
以更好保护老年人等微短剧用户权
益。长远来看，则需要平台、创作者以
及监管等各方参与者，尽快就微短剧
的内容质量、收费标准、消费知情等问
题，讨论形成行业规范与监管办法，
避免因过度短视收割用户。

工人日报：
完善“新八级工”制度，

培养造就更多技能人才
据《工人日报》报道，在今年全国

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呼吁，“新八级
工”制度畅通了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
道，但还存在一些堵点难点，希望围绕
扩大试点范围、落实薪酬待遇、确保技
能等级证书“含金量”、完善评价标准
等问题，打通“新八级工”制度落地“最
后一公里”，更好激发技能人才活力。

2022年3月，人社部出台《关于健
全完善新时代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
级制度的意见（试行）》，推行“新八级
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形成由学徒
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
级技师、特级技师、首席技师构成的
职业技能等级序列，并建立与之相匹
配的岗位绩效工资制。相关部门和
企业应对照相关要求和制度措施，对
标“新八级工”制度推行中出现的堵
点难点，一体推进技能人才培养、使
用、评价、激励等工作，不断补齐短
板、补强弱项，打通堵点难点。

人民日报：
预警“吹哨”，把民

生保障网织得更密
因病住院，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居民周先生家没了收入来源。民政
局工作人员接到“预警信息”后，第一
时间联系街道、社区工作人员上门核
查。经过评估，周先生被认定达到社
会救助标准，很快办好了低保与面向
困难群众的医疗补充保险。

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体系中兜
底性、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当群众基
本生活遇到困难时，如何及时发现、
快速帮扶，始终是社会救助的重点和
难点。用好技术赋能，让救助更及
时。发现是第一步，要让有需要的群
众切实享受到政策红利，还要不断提
升救助水平。持续推进社会救助改
革创新，汇聚救助资源与救助力量，
才能把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让困难群众生活更加幸福安康。

日前，原中国体操运动员、奥
运冠军杨威上传一条视频，自曝本
该上小学一年级的双胞胎女儿目
前暂时都在家上私教，老婆杨云
担任起班主任一职，制定了专属
课表，自己则担任司机和后勤。
几天下来，他感觉比上学省心很
多，孩子学习效率提高不止一个
档次。（3月13日澎湃新闻）

名人的超常举动，很容易引发
热议。有人赞同：“家长不用每天站
岗，做手工了。”也有人直言：“难道
孩子一辈子不出门和别人接触？”

先要明确一点，“在家上学”只
是一种过渡性选择——杨威的双
胞胎女儿去年生了几场病，身体可
能还未恢复，所以暂时不能去学
校，这属于特殊情况，而不是一种
常态化的教育模式，不值得效仿；
每个孩子的情况都是独特的，更不
能一概而论。

尽管私教环境家长更放心，孩
子也能提升学习效率，但“在家上
学”绝非长久之计。无论出于何种
原因，家庭教育都不能完全取代学
校教育。

此前，国家曾明确叫停“在家
上学”和“私塾”教育。按照《义务
教育法》，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
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
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条件
不具备地区的儿童，可以推迟到七

周岁。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
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
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就算孩子因身体状况而延缓
入学或休学，暂时在家上课，也应
遵循一定的时间期限。一旦条件
允许，需让适龄儿童回归校园，接
受正规的学校教育。

要知道，学校教育具有不可替
代性，除了传授书本知识之外，它
还能提供丰富的社交氛围和集体
活动，培养孩子的集体责任感和团
队合作精神。并且，学校专业而丰
富的教学资源，也更利于孩子的全
面发展。

本质上，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
相辅相成。在保证学校教育的前
提下，家长如果认为孩子需要进一
步的个性化培养，可以另行针对性
教学，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两
种教育模式缺一不可，应当相互结
合，共同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

当然，能否给“在家上学”留下
法律空间，还值得商榷。毕竟，也
有诸如“童话大王”郑渊洁自编教
材给儿子授课的典型，以及世界
其他国家修改法律允许少数孩子
在家上学的先例。教育应该有多
样性，或许确实需要一些可以自
主决定的空间。这也提醒，要促
进学校教育的改革，教育部门和
学校应当深入思考，如何摒弃“千
人一面”的教学方式，真正重视综

合素质培养。
擅自让孩子“在家上学”不可

取，杨威作为公众人物，在分享经
验和看法时，应注意影响，避免形
成误导。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评论员 韩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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