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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聚焦

一次次“狼来了”的故事，损伤了公众的同情心，也抬高了社会信任成本热点 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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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塔
□郑 言

10月 29日，由郑州市委社会工
作部牵头，依托郑州市城市综合服务
平台“郑好办”APP开发的全省首个

“骑手码”正式发布。据报道，外卖
员、快递员只需在“郑好办”实名认证
个人基本信息，就可领取专属自己的

“骑手码”，进入小区配送时，一键扫
码便可自动登记、验证，通行全过程
仅需3秒钟。第一次上手体验“骑手
码”，骑手们有一句朴素的评价：很
有用。（本报昨日A07版报道）

近年来，入门难、找楼难困扰很
多外卖骑手。比如有的小区不让外
卖员进入，骑手只能把食物放在小
区门口；有的小区不让外卖电动车

进，骑手必须徒步送餐上门；有的小
区楼号标识没有规律，甚至信息不
全，骑手在小区转圈寻找……进小
区有“堵”点，骑手无法按规定时间
完成订单，往往被投诉，骑手和保安
之间的“拌嘴”也偶有发生。

外卖快递配送“最后100米”的
痛点亟须解决。业主线上订餐、网上
购物当然希望小哥送餐送货上门，外
卖员、快递员希望快捷进出小区完成
配送，但物业出于安全考虑，要求保
安将骑手拒之门外也情有可原。郑
州为解决外卖员、快递员进门难、物
业管理难问题，推出这样的“骑手
码”，直面现实痛点，做到了真心实
意、设身处地、脚踏实地，堪称是外卖
骑手的“知心码”，社会的“安心码”。

用技术赋能生活，“骑手码”的
推出如春风化雨，链接新技术为解
决现代社区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和新
方法。“骑手码”是解决外卖员快递
员、物业管理和消费者三方矛盾的
有益尝试。外卖员、快递员只需在

“郑好办”实名认证个人基本信息，

就可领取专属自己的“骑手码”，进
入小区配送时，一键扫码便可自动
登记、验证和放行，这样既节省了登
记、交涉的时间，也提高了配送效
率，既方便又畅通。

“骑手码”体现的是管理精度，
也蕴含着城市温度。据报道，“骑手
码”将在今年年底前在全市推广应
用。“骑手码”后台接入全市党建引
领网格化治理线上平台，与网约配
送平台实现数据互联互通，自动识
别人员身份信息，便于维护小区秩
序。除“骑手码”外，在关心关爱外
卖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方面，我
市还作了很多尝试。比如在全市打
造超1500个“暖心”驿站，外卖员、快
递员在驿站中可以享受饮水、休息、
充电等日常便民服务。

城市用心、骑手称心、管理省
心、业主安心。“绣花针功夫”的精细
化、人本化、人性化、智慧化和服务
型的社会基层治理，“骑手码”是代
表，也是缩影。这样的“骑手码”，值
得点赞。

近日，一男子自称是老师，
跪在西安市街头为“患血癌的
初三学生李某良”募捐医药费，
但网友发现募捐海报上的患者
照片疑是某男演员剧照，捐赠
资料图也有 P图痕迹。据极目
新闻报道，10 月 29 日，西安市
高陵区相关部门表示，未在该
区学籍系统查到李某良，捐款者
可报警处理。

随着越来越多相关部门回
应，证明了该名男子的老师身份
是伪造的，其涉嫌骗捐行为也渐
渐真相大白——高陵区教育局
查询该区学籍系统，系统上没有
李某良，高陵区教育局工作人员
也表示，初步判断上述男子涉嫌
骗捐，建议捐款者报警处理。

线下募捐不同于线上筹款，
募捐人深知“装可怜、博同情”的
方式更能唤起公众爱心，于是，
他们大多穿着简朴、状态低迷，
再播放着悲情背景音乐。对此，
人们大多也都选择相信、不会仔
细核实信息。可是，谁能欣然接
受被欺瞒、戏耍的苦涩滋味？

每每有此类募捐事件发生
时，那些心怀善意、乐于助人的
捐赠者难免会受到伤害，无论
他们是否曾为该名男子捐款，
可能都会质疑自己往昔的善
款，究竟是真正帮助到了需要
帮助的人，还是不幸地落入骗
捐者的口袋。

其实，募捐信息与实际情况

不符，之所以被痛恨，是因为募捐
者欺骗了公众情感，破坏了人与
人之间的信任。而一次次“狼来
了”的故事，消耗着公众同情心，
也抬高了社会信任成本。这带来
的后果就是，当真的有人需要帮
助、救助时，或许，人们也不敢轻
易伸出援助之手了。彼时，真正
需要帮助的人，应该怎么办？

也要看到，此类募捐事件频
频出现，正是因为违法违规成本
较低，募捐者“尝到了甜头”。试
想，如果最严重的处理结果只是
劝离、批评教育，那恐怕骗捐者
很难销声匿迹。

只有让骗捐者受到公共舆
论批评、谴责，受到相关法律法

规惩罚，才能以儆效尤，让意欲
效仿者有所忌惮。与此同时，公
众在奉献爱心、捐款时，也要仔
细辨别信息真伪，别让自己的善
意付诸东流。

人们奉献爱心初始，并不是
为了获得什么回报，而是想尽一
份微薄之力，去帮助真正需要帮
助的人，因为他们坚信爱可以传
递。也正因如此，即便有一个又
一个骗捐案例被揭示真相，也还
会有一个又一个感人事迹再次
降临。只不过，募捐者别把公众
善意当牟利工具，不然只会消耗
社会信任，使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错失援助机会。
评论员 任思凝

“骑手码”：
骑手的知心码 社会的安心码

骗捐消耗了社会信任
也殃及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羊城晚报：
职业教育办得好不好
就该由行业企业说了算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日前一份由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历时 7个月研制出的

“汽车行业典型技术技能岗位就业高适
配性职业院校专业推荐名单”发布。据
悉，这是我国首个由行业和企业主导评
价职业院校的名单。

2022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教育法》明确，“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增
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显然，要提高职业
教育服务能力与适应性，就必须由传统的

“供给侧评价”转向“需求侧评价”，职业教
育办得好不好，应该由行业和企业说了
算。如此，才能引导职业院校以社会需
求、就业为导向，培养社会需要的高素质
技能人才，破解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两
张皮”问题。就此而言，由行业和企业主
导，对职业院校的技能技术人才进行人才
供需适配性评价，是针对职业教育的重要
评价改革，这一做法可以大力推广。

红星新闻：
短视频直播出格“探墓”
是对考古工作的亵渎

为加大网络短视频和直播活动中有
关古墓葬类题材内容的监管力度，近日，国
家文物局与中央网信办联合部署开展相关
违法违规内容集中清理整治专项行动，并
邀请部分网络平台公司召开座谈会。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专项行动将对网
络短视频和直播中存在的涉嫌为盗掘古
墓葬、倒卖文物等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信息
便利或帮助，以“寻宝”“探险”“天价”为噱
头，歪曲考古工作价值、违法违规鉴定、误
导公众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督促网络平
台强化落实责任，加强内容审核把关，规
范相关重点短视频和直播运行服务。实
际上，一些搞噱头的“探墓现场”和“鉴宝”
只是利用人们的好奇心来赚钱，给一些不
明真相的人造成误导。如果以“娱乐至
死”的态度来对待严肃的考古工作与文物
鉴定事业，不仅是对那些潜心耕耘专业人
士的伤害，也是对科学精神的亵渎，甚至
还可能因为误导公众、违法违规等问题受
到法律严惩。

北京青年报：
告别“囤积症”
善用“断舍离”轻装向前进

近日，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对大学
生使用和管理数字资源情况展开问卷调
查，结果显示，近三成受访大学生较少或
极少使用到自己收藏或保存的数字资
源，16.10%的受访大学生几乎不或从不
整理自己的数字资源。

“数字囤积症”这个词，形象地描绘
了当下一些大学生“码了就是学了”的心
理状态——刷到一篇深度好文、一个喜
欢的视频，来不及看怎么办，先收藏再
说，结果一键收藏后几乎从不回看。放
眼望去，不仅在网上，现实中也有“囤积
症”。如家中或宿舍的旧物用处不大或
几乎没有用处，却舍不得丢弃，又不停购
置新物储备，结果将自己的居住环境搞
得乱七八糟。告别“囤积症”，至关重要
的一条就是要学会并善用“断舍离”，轻
装上阵，在学习和工作上不断奋进。告
别“囤积症”，还需学会辩证思维，运用分
类管理法、时间管理法等现代管理办法，
提高学习、工作效率，提升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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