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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州民政局公示了一份
拟聘用名单，其中拟入职遗体火化
工的名单中，有香港中文大学佛学
研究专业的硕士、华南理工大学
建筑学学士等，引起舆论关注。
不少网友表示这是“大材小用”

“太卷了”。

名校、高学历毕业生青睐有编
制的稳定工作，近年来并不稀奇。
只不过，名校的文科硕士、工科学
士入职成为遗体火化工，显得吸人
眼球。这其实源于，社会上不少人
对从事殡葬业存在偏见和误解。
在他们看来，殡葬业是“跟死人打
交道”“不吉利”“晦气”，有些人甚
至避之唯恐不及。

殡 葬 业 实 则 没 有 那 么“ 不
堪”。事实上，殡葬业是一个严肃
且神圣的行业，具有相当高的专
业性。

以遗体火化为例，这并不是一
个简单的体力活，要根据逝者的年
龄、体型和生前的健康状况等，来
进行火化过程的调节控制，以保证
良好的燃烧效果和骨灰质量。火
化师不仅要懂操作，还要懂设备维
修，发生故障能够立马查找原因、
排除故障，具有一定的专业门槛。
北京地区早在2009年就规定，遗体
火化师等职业必须持证上岗。

殡葬业绝非我们所想象的那
样简单。它有相当高的专业壁垒，

并且文化底蕴深厚。中国自古重
视殡葬，尊崇“慎终追远”，讲求通
过神圣的仪式表达对逝者的尊重
和对生者的慰藉。现代化的殡葬
业，也应该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
行业，这也要求相关从业者有足够
的人文素养。

也正是基于行业需求的不断
提升，近些年殡葬业应聘人员的学
历水涨船高。去年，绍兴一殡仪公
司招火化工，有55名本科生报名；
2017 年，苏州市殡仪馆负责“遗体
接运、火化、整容等”的殡仪服务员
岗位招聘，也要求经济类专业的本
科生。

如今，从事殡葬业的人也已经

年轻化，而且来自各个行业。有媒
体采访广州殡葬服务中心的人员，

“95后”并不罕见，他们也有不同的
专业背景，有的从计算机专业转
行，有的从工商管理专业转行，还
有的从医生转岗而来。各行业、多
专业的人汇聚到殡葬业中，客观上
也会促进殡葬业的发展。

所以，对于高学历人才选择殡
葬业，我们应该摈弃偏见，给予充
分的尊重和理解。他们的选择，或
许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一份体制内
的工作，更是对多元职业道路的一
种积极探索和尝试。我们应该以
开放、包容的态度，来看待他们的
职业选择。 据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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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网红艺考违规作弊
仅取消成绩还不够

哲学硕士做遗体火化工，并非“大材小用”

据报道，4 月 23 日，北京电影学
院招生办负责人称，在开展艺术类
本科专业考试成绩复核工作中，校
方发现，包括网红李某某在内的 3名
考生在表演专业复试时透露了自己
的姓名，违反“考试全程不得以任何
形式透露个人姓名、准考证号码”的
规定。校方决定，取消这 3名考生在
本校的专业考试成绩。李某某也在
社交媒体发声，称考前并不清楚相
关规定，考试时因太紧张脱口报出
了自己姓名，并表示已决定放弃报
考北京电影学院。

考试全程不得以任何形式透露
个人姓名，是北电等学校艺考的硬
性要求。此举和高考时不得在答题
卡透露姓名一样，旨在防止打分老

师识别、串通相关考生。毫无疑问，
李某某的行为已然构成违规，但公
众更想知道的是，考试中考官发现
考生违规后，为何没有当即叫停，而
是允许继续考试？由此，公众会进
而猜测，若此事未被曝出，考官知晓
个别考生身份，会不会有意无意倾
斜打分？

无论是艺考还是文化考试，都
事关考试公平，关系着千万考生的
付出和未来。目前，北电已取消这 3
名考生的专业考试成绩，但事情还
不能就此画上句号。北电称往年复
核程序中没有出现过考生透露个人
姓名的情况，那么为何就今年出现
了？是否考场纪律和监督放松了警
惕？当然，对于是否存在串通、作弊
问题，考生事前有无和考官、领导联
系，北电仍有必要进行深入调查，以
回应社会关切。如果没有发现作
弊，也是对当事考生的一种澄清。

近年来，网红、明星参加各类考
试都会格外引人注目，乃至引发争
议。在部分人看来，为什么本身就
有较好资源、知名度的明星、网红，

也要和普通人争夺录取名额？在考
试中，其特殊身份是否会为其带来
更多优待和分数倾斜？

需要明确的是，在符合要求且
保证合规、公平的条 件 下 ，参 加 考
试 是 每 个 人 的 权 利 ，其 中 也 自 然
包括明星、网红。同时也要承认，
由 于 长 期 面 对 镜 头 ，在 表 演 等 项
目上，明星、网红相对常人可能有
更 多 的 经 验 。 但 考 场 如 赛 场 ，决
定 考 试 成 绩 的 ，从 来 都 是 考 生 的
考 场 表 现 和 专 业 能 力 ，而 非 知 名
度或者其他。

公众关注李某某艺考事件，根
本原因在于对 考 试 公 平 的 渴 求 和
维护，规则面前理应人人平等，不
能 容 许 任 何 例 外 。 另 外 ，这 也 是
对 拥 有 一 定 资 源 的“ 名 人 ”挤 占
普 通 人 晋 升 空 间 的 担 忧 和 焦
虑 。 在 各 类 考 试 竞 争 日 趋 激 烈
的 当 下 ，考 试 违 规 、作 弊 无 疑 会
刺 激 公 众 最 敏 感 的 神 经 。 这 也
再 次 警 示 社 会 ，任 何 考 试 都 需 完
善 考 场 纪 律 监 督 ，考 试 公 平 的 底
线不容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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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观新闻：
“有方法让你不平安”
黑导游为何还能如此嚣张

近日，有游客发布一段“导游‘训
话’式引导游客消费”的视频引发关
注，导游表示：“我有几个无道德底线、
无良知底线的方法让你不能平安结束
行程……”4月 25日，昆明市官方发布
通报，依法拟对导游鲁某吊销导游证。

每次类似事件曝光，一连串的官
方表态、官方通报等程序之后，用不了
多久，相同的戏码又会“循环播放”，如
此看来，这不单单是导游个人的问题，
更是市场监管的问题。黑导游为何屡
禁不止？市场监管到底是能力不足，
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不是只要
事情不闹大，或者只要媒体不曝光，就
不去处理？如果是这样，黑导游当然
会有恃无恐。当下，各地文旅都在想
办法出圈，招揽更多的游客，而云南拥
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当地文旅
更要多想想办法，别让少数黑导游的

“狠话”，吓跑了游客、吓塌了招牌。

新京报：
饲养员被熊猫扑倒
“未受伤害”亦有反思价值

4月23日，重庆动物园两只大熊猫
追逐并扑倒了一名女饲养员。该动物
园发布公告称，保育员未受到伤害，
两只熊猫也未受到影响。事发后，该
园熊猫馆已对后续的饲养操作做出
明确要求，防止类似事件发生。

乍一看，这似乎只是一件熊猫与
保育员之间发生的小事，但深究就会
发现，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动物
园在管理层面的不足。首先，当下社
会中“熊猫”刻板形象的传播，是一把

“双刃剑”。随着社会发展，科学环保、
善待动物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接
受。其次，在饲养员等岗位的专业培
养、岗位培训管理的体系和制度建设
上，相关方面也需加以完善。一个现实
是，我国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体系中，
相关专业的设置较少、起步晚。因此，
要想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饲养员日
常工作流程的专业性，以及饲养员培养
流程的专业化，有必要提上日程。

南方都市报：
阻击非教学活动进校园
为中小学教师减负

近日，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
书组印发通知，明确集中整治与教育
教学无关的活动和工作随意进入校园
情况，以及社会事务进校园过程中重
留痕轻实效的形式主义。

前不久，媒体报道了西部某省一
名小学校长的苦恼，因为每年这个时
候，作为校长，他都会收到县里相关部
门转来的未缴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
学生家长名单。而按照相关部门的要
求，学校需要安排老师逐个打电话，催
学生家长去缴纳医保，并做好情况统
计，反馈给相关部门。这所小学老师
们的遭遇，是当下不少与教育教学无
关的活动随意进入校园，干扰正常教
育教学工作的一个缩影。正视这一症
结，一要畅通举报投诉渠道，让不合规
现象暴露出来；二是对白名单制度建
立后的硬性闯入者，要有惩戒，这样才
能有警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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