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爸爸是个超人，要工作还要照顾我。
但我们老师说，超人也是要休息的，我想
让他多睡会儿。

———黑龙江哈尔滨一列地铁里，一
名小男孩目不转睛地盯着报站器， 手里
还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提示，意思是让
周围的人小声点，让他爸爸多睡一会儿。

对这种牺牲公司员工尊严换取的所
谓恶意投诉的“谅解”，建议不要也罢。

———山东广饶一名女快递员送货到
地后，客户发现快递箱开胶，少了一个芒
果。 这名女快递员买了一箱芒果作为补
偿，却还是遭到 4 次投诉，并被公司罚款
2000 元。 她上门下跪求谅解，但客户要求
快递公司将其开除。 日前，接到“闹事”报
警的民警为快递员写了一份证明，里面如
此表述，赢得了网友的称赞。

兄弟，你安心读书,我替你尽孝!
———山东烟台招远 90 后小伙徐晨

帮初中同学张亮照顾患有严重糖尿病的
母亲, 用实际行动为远在四川上大学的
兄弟撑起一片天。 ①2

世相评弹

南都论坛

卖瓜
□于杭

进入夏季， 街头巷尾
响彻瓜贩们大同小异的吆
喝声。 这些吆喝声字正腔
圆、干脆利落，诸如“某地
的西瓜， 甜呐”“某地的西
瓜拉来了， 先尝后买”“某
地西瓜， 沙瓤， 不甜不要
钱”，各种方言，各种腔调，
但大家一听就懂。

卖瓜者大多是流动摊
贩， 离不开大腔小调的吆
喝， 甚至留下了“王婆卖
瓜，自卖自夸”的名声。 其
实， 这通俗易懂的吆喝声
就是卖瓜者的“招牌”。 因
为没有固定、耀眼的招牌，
卖瓜者只好凭着嗓子叫劲
儿了。至于西瓜好不好吃，
一买便知。

再看看街头那些花花
绿绿的招牌，诸如“皮肤
管理”“商务咨询”“科技
理财”“代理记账”之类的
机构，你知道他们的葫芦
里卖的是什么药吗？ 明明
可以叫美容院，为什么偏

偏打出“皮肤管理”的幌
子？ 想想早几年那些涉及
高息贷款的公司，差不多
都是挂着“咨询”之类的
招牌。 还有那套路很深的
传销骗局，刚出场时几乎
都是养生、保健、高科技
之类的名头。

再往深处想想， 那些
曾经猖狂一时而如今已经
伏法的涉黑人员， 看起来
文质彬彬的不在少数，又
有几个是一副青面獠牙的
凶恶面孔？ 还有官场
上的那些“两面人”，
人前一套， 背后一
套，阳奉阴违，把自

己包装得很严实。 这些人
同市场上“挂羊头卖狗肉”
的又有什么区别呢？

如此看来， 还是那些
瓜贩来得实在，哪怕是“王
婆自夸”，毕竟卖的还是西
瓜。因此，面对披着各种华
丽外衣的“高大上” 或是
“假大空”， 大家还需保持
一颗“吃瓜”的初心。 ①2

（作者单位：南阳市人
民防空协会） 砸钱造“童星”

一次面试花费数千元， 参加一次演
出耗资数万元……当前， 越来越多小演
员、 小主持人进入公众视野， 与之相伴

“生长”的，是长期鱼龙混杂的“童星经纪
公司”。 日前，上海 6 名家长起诉一家演
艺经纪公司， 要求其退回所有“演出培
训”费用。 这起诉讼，将这一坑人不浅的
行业推到了聚光灯下，引来一片惊叹。

家长对孩子的成长怀有深切期望，
这是人之常情。 但砸钱“造星”，不管是为
了给孩子的童年写下难忘的一笔， 还是
为了长远收益，都不可取。 孩子的健康成
长有其规律， 日常生活中润物无声的价
值引导，或将影响其对安全、容貌、名利
的认知，带来难以预估的影响。 想要“童”
梦阳光、“星”光灿烂，可以，但前提是要
当好孩子的保护伞， 要尊重他们的成长
规律。 ①2 （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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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主“踢人”
□杨不过

小小微信群， 也是大
江湖。据报道，山东平度某
律师被微信群群主移出
群聊， 其与群主多次沟
通未果后，以侵犯一般人
格权为由，将群主刘某告
上法庭。 因该案被告在
平度当地法院任职 ，该
案被青岛中院裁定异地
审理。

现代人的生活已经被
网络（或者说微信）填满，
那么以前线下生活里的各
种纠纷和纠纷解决方式也
注定会原版复刻到线上

来， 群主被告上法庭还真
的不意外。 别把微信群群
主不当干部， 该案里的群
主还真就是当地法院立案
庭庭长， 涉案的微信群一
定程度上也不仅仅是普通
的聊天群组， 而是当地法
院立案庭为方便律师和其
他法律工作者而设立。 但
因为这场不欢而散的“踢
人”风波，这个微信群已经
解散。严格说来，原告想让
群主重新拉他入群的诉求
已经无法实现。

以人格权受侵
害作为突破口来立
案的这场官司，事实
上涉及网络公共服
务的提供和撤销问

题，以及在微信群通知的
公共信息是否有可替代
的告知和传播渠道。 案子
到底该怎么审， 挺考验
具体司法裁量 。 作为在
平时也接受很多群主“领
导”的吃瓜群众，不妨静
观其变。

紧接着的问题在于社
交平台授予群主的对聊
天群的那些日常管理权
限 ，包括 @ 所有人和把
某个人移出群聊等 ，如
何以更符合众人意愿的
方式行使。 毕竟越来越多
的微信群已经带有某种
公共属性，在群主要对群
内发言承担一定责任的
语境中，群主的“执法”权

限问题显然已经不是个
小事情。

一个小型虚拟社群
的规则建立，或许很难做
到体系化的叠床架屋，但
基本的规则事前明示是
寻求群内共识和尽可能
减少纠纷的不错办法。笔
者所在的某个群组，每一
次拉新人入群都要履行
“一人提议，10 人附议，
无人反对”的程序，虽繁
琐，但少了很多不必要的
麻烦。“踢人” 作为一种
准 行 政 执 法 而 存 在 ，
“踢” 之前是不是也可以
有一定的提议、表决和申
诉程序？ 这事儿，还请群
主定夺。 ①2

虚荣易轻浮，轻浮易受骗，受骗易创
伤，创伤易沉沦。 ①2

（据中华箴言网）

本报综合报道

田间课堂
□毛梓铭

为引导高校深度参与
和主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去年年底，教育部
印发出台《高等学校乡村
振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2018—2022 年）》， 得到
各地高校积极响应。 据不
完全统计，目前已经有 30
余所高校制定了服务乡村
振兴工作方案，13 所高校
成立了乡村振兴学院。

乡村要振兴， 关键靠
人才， 而且不能光靠乡村
现有的人才， 还要源源不
断地培育人才、吸引人才。
之所以大力推动高校资源

向乡村汇聚， 就是要充分
发挥高校在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
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等
方面的优势， 为乡村振兴
战略的深入实施配备“最
强大脑”。

建学院、做研究、出主
意、育人才，推动高校服务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给了
高等教育以实践天地，给
了乡村振兴以智力支撑。
高校与乡村相互促进、相
得益彰， 引领乡村振兴从
“一张图”走向“一幅景”。
只有不断密切两者合作，

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
民的“三农”工作队伍才会
迅速壮大。

为此， 一方面要练好
“引智”功夫，鼓励高校科
研、人才资源向基层下沉，
给农业农村现代化插上科
技翅膀。 另一方面要写好

“育才”文章，鼓励学生走
入乡村、植根乡土，在广袤
的田野成长、成才，练就一
身本领。 这就要加快推进
产教融合，在服务乡
村振兴的过程中，发
挥创新实践、生产实
践、扶贫实践等对高

质量人才培养的重要作
用。

当前， 脱贫攻坚战已
进入决胜时期，时间紧、任
务重。 打赢这场攻坚战是
乡村振兴的前提和基础，
我们必须真抓实干、 埋头
苦干， 进一步提升高校对
乡村振兴的支持力度和服
务水平， 在乡村振兴的火
热实践中展现朝气蓬勃的

“高校力量”。 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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