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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聚焦

让考生主动思考与深度参与填报志愿，毕竟十年寒窗，最终掌握命运选择权的，是他自己热点 话题

□评论员 韩静

瞭望塔

信速成“高考志愿规划师”
不如信考生自己

河南女孩乡村卖货走红
“李福贵”何以触动人心

北京青年报：
“普女修炼指南”诈骗被查
背后成因更值得警惕

据澎湃新闻报道，4年前许女士刚大
学毕业，遭遇了人生低谷，偶然刷到一个
微博账号“普女修炼指南”，博主荣某每
天都会输出自己的人生感悟。许女士沉
迷玄学无法自拔，一年向对方转账 15万
元。2023年 5月，许女士惊觉自己被骗，
于是报警。

从博主“普女修炼指南”诈骗套路
中，既有“成功学”的影子，又有“玄学”的
加持。荣某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所谓的
大师帮自己转运，从而把许女士引入“算
命转运”的诈骗套路中去。网络占卜游
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禁而不绝，与现
行法律规定较为宽泛，在力度上“倡导大
于禁止”，对网络平台和网络迷信行为实
施者的主体责任缺乏硬约束有着直接关
系。为此需要通过完善相关法律规定，
为网络占卜行为设置法律红线，由此进
一步明确各方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
让网络行为有规矩，违法行为有代价。

南方都市报：
广告可以占领用户心智
但不能随便占道

最近，多地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表
示，被一则广告“创到了”。这是一饮料
品牌在全国超20个城市的公交站台投放
的立体3D广告，巨型饮料瓶身高度超1.5
米，凸出部分超30厘米。对此，有人为广
告的创意点赞，也有人指责给路人带来
不便。

不可否认，这则广告创意十足，但对
行人的影响也在所难免。需要避雨、遮
阳的时候，本就不宽敞的站台空间因为
这一大瓶“饮料”而更加狭窄；部分恰好
安装在候车座位上方的广告容易挤占座
位空间，影响市民休息；还有人指出，一
不留神可能会磕到凸出部分，尤其对于
残障人士来说，这种装置存在安全隐
患。从合规角度说，在商业广告愈发出
奇、出新的当下，有必要针对立体特型广
告的尺寸、投放位置、安全保护措施等方
面作出规范，以免再次因无据可依而产
生负面影响。

北京晚报：
炒作屏蔽生
背离“屏蔽”初衷

这两天，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发布，
炒作高分考生的戏码也多了起来。诸如

“某地高考首次出现高分屏蔽考生”“一
个班3个屏蔽生，老师们沸腾了”“历史类
高考屏蔽考生揭秘”等话题不断刷屏。

所谓屏蔽生，是指那些高考成绩在本
省（自治区、直辖市）排名较高，因此被屏
蔽具体分数的考生。屏蔽的初衷，是为了
防止炒作“高考状元”，避免无底线的高分
宣传，在保护考生隐私的同时，也减轻家
长的教育焦虑。禁止炒作高分生，并非新
规，多年来教育部门反复重申。屏蔽生取
得高考佳绩，固然值得祝贺。家长和老师
高兴，在朋友圈晒一下也无可厚非。值得
警惕的是，部分学校借机宣扬“高考升学
率”、教育培训机构借机抬高身价、个别高
校违规提前“抢人”，让“唯分数论”“唯升
学论”的不良导向再次抬头。不炒作屏蔽
生，应成社会共识。有关部门应有所作
为，把类似炒作屏蔽掉。

高考出分后，怎么报志愿，考生
和家长很纠结。然而，部分不法机
构却盯上这一“商机”，打起“高考志
愿规划师”速成培训的主意。据《北
京日报》报道，近日，北京某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因涉嫌发布“高考志愿
规划师”速成培训违法广告，被市市
场监管局立案调查。

志愿填报是考生人生的关键抉
择，不仅直接影响教育资源获取，
更关乎职业发展轨迹与个人成长
方向。

正因如此，高考志愿填报行业
近年热度飙升，吸引大量从业者拥
入，而市场规模在迅速扩大的同时，
也暴露出良莠不齐的乱象，甚至呈
现“畸形过热”态势。

部分不法机构正是瞄准这一缺

口，以“0基础入行”“轻松变现”为噱
头，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速成培训
广告，诱导学员购买课程。但所谓

“速成”，不过是用模糊话术包装的
商业陷阱——短短几天培训，怎能
让从业者掌握院校专业设置、就业
趋势分析等核心知识？

高考志愿规划是专业性极强的
职业，需要从业者具备扎实的政策
知识、丰富的报考经验与职业道德，
而速成培训的“知识”不过是“冰山
一角”。考生若轻信此类“规划师”，
轻则，损失钱财；重则，影响未来发
展。正规的志愿填报指导本应是

“锦上添花”，但前提是建立在专业
与责任之上。

既然有刚需，就必须有相关监
管与规范。面对乱象，北京市市场
监管局立案调查，在高校招生期间，

联合教育、人社、公安等部门，从严
从快查处相关违法行为，无疑给那
些不法机构敲响了警钟。

只不过，仅依靠监管部门打击
是不够的。一方面，考生和家长不
能盲目相信这些“速成”规划师，要
多通过官方渠道查询信息，参加高
校和教育部门组织的志愿填报咨询
活动；另一方面，求职者也应警惕

“高薪速成”诱惑，避免沦为不法机
构的“韭菜”。

高考志愿填报的本质，是考生
对个人兴趣、能力与职业愿景的深
度探索。选择院校与专业，需要综
合考量院校实力、专业前景、城市资
源等要素，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考生
的主动思考与深度参与。毕竟，十
年寒窗，最终掌握命运选择权的，是
考生自己。评论员 任思凝

“我来呀，我知道你们等着我
的。”河南女孩李福贵这句亲切的
开场白，呼唤了村里的老人，也吸
引了600多万网友的目光。视频
中，她总是笑盈盈的，一个人一辆
小货车，载着各种瓜果糕点，每天
穿梭于各个村庄，为村里老人带
来生活必需品。只要他们需要，
她都记得带到。

这样一个爱笑的姑娘，谁又
知道她身上的“担子”？提起李福
贵家，村民们个个都说难——27
岁的年纪要撑起老幼病残的一
家，但提起李福贵，人人夸她“这
闺女实在”。比起刻意卖惨，相
反，她分享的内容总是带着光。
无论日子多么辛苦，总要保持希
望和乐观。

李福贵的镜头真实又治愈，
呈现出乡村生活的美好。田间劳
作的汗水、与老人唠家常的亲切、
卖货时的质朴吆喝，这些琐碎日
常构成的人间烟火，勾起了很多
人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看到
她和老人们嘘寒问暖，打成一片，
仿佛弥补了自己在外打拼想尽孝
而不能的缺憾。

就连她自己也用明艳的笑容
诉说着辛酸的历程，用自己的热
爱与坚持鼓舞着其他身处困难的
人们。

朴实无华原来如此美丽，李
福贵传递出的正能量恰好戳中
了每个人内心对幸福的渴望。
正如她自己所说：“人生应无所
畏惧，活得热烈多彩，哪怕身居
沟壑，也应仰望满天繁星。”

成为百万粉丝网红后，有人
说她是不是有点儿“傻”，粉丝已
经这么多了天天还这么辛苦。

但这份“傻气”难得可贵。为了
那些等着她的老人，她愿意忍着
累，我们自然也愿意给予她关注
和支持。

真诚、走心最能打动人，李福
贵的走红再次说明了一件事：优
质内容永远不缺流量。愿这样的
创作者更多一些，把温暖和力量
带给更多人！

李福贵 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