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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央网信办微信公
众号“网信中国”通报了“清
朗·2023 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
环境整治”专项行动第一批典
型案例。 通报显示，此次专项
行动，及时发现、处置了诱导
未成年人无底线追星等不良
导向内容，整治了部分网络账
号利用头像、简介等信息引诱
未成年人加入粉丝群组，组
织、诱导未成年人参与应援活
动等行为。

近年来，关于青少年非理
性追星的新闻屡屡见诸媒体，
刷量控评、互撕谩骂、恶意营
销等追星乱象饱受指责。 青少
年以明星为偶像，可以汲取力
量激励自己。 然而，青少年群
体身心尚未完全成熟，在追星

过程中容易出现价值观偏差和
行为失控。最为严重的是，青少
年追星日趋“饭圈化”。 从现场
应援到打广告、顶数据，越来越
多青少年追星者已经不满足于
单纯的文化产品消费， 追星行
为日益团队化甚至职业化。“饭
圈化”的背后，往往存在利用粉
丝牟利的灰色产业链， 青少年
是最大受害者。 此外，在“粉丝
后援会”筹措资金的过程中，相
关主体的不当行为可能存在构
成集资诈骗罪、 诈骗罪及侵占
罪等刑事法律风险。

引导青少年理性追
星，需要多方联手。 家长
应当充分认识到，孩子追
星不是洪水猛兽，但要多
留意孩子的心理变化，引

导孩子多关注偶像的成长历程
和优秀品格。 学校应当正视孩
子们在特定阶段的个性特点、
情感需求， 既要建立科学的心
理辅导机制， 也要努力帮助孩
子们提高审美素养、 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 各类网络平
台应当承担起相应的主体责
任，为青少年营造健康、向上的
网络环境。

打造健康、 正向的粉丝文
化，让其驶入正确的价值航道，
是追星的正确姿势， 也会赢得
社会的支持。 ①2

帮孩子找到正确的追星姿势
□刘兵

每日箴言
南阳华龙高级中学
告诫广大学子———

在线家政
问题不少

今年上半年，浙江省消保委通过线上问
卷调查发现，目前，消费者通过在线家政平
台接受家电维修、家电清洗与家庭护理服务
较多。 在消费过程中，近五成消费者认为在
线家政服务收费不合理，近四成消费者认为
在线家政服务存在售后问题，近三成消费者
表示遇到过在线家政服务虚假宣传现象。

在线家政服务顺应了社会和市场发展
趋势，不仅可以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享受
到专业的家政服务，还可以让相关从业人员
快速对接用户、拓展服务市场，发展前景广
阔。与此同时，作为一种新兴业态，在线家政
服务存在着无病乱修、小病大修、收费规则
不透明、虚假宣传、服务不规范等诸多不足
之处。 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损害了消费者
的利益，也不利于在线家政服务行业的长远
发展。

确保在线家政服务行业健康、 有序发
展， 需要在线家政服务从业者提升职业素
质，创新售后服务方式，也需要有关方面切
实堵住管理漏洞。平台方应当积极承担起主
体责任，加强广告主资质复核，杜绝虚假宣
传；优化收费模式，建立统一、规范的收费标
准；提供多维度售后保障，畅通消费者维权
渠道。 相关部门要细化有关规定，加强行业
监管，重点打击突出问题，规范在线家政服
务行业发展秩序，营造透明、合理、优质的在
线家政服务环境。 ①2 （叶金福）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不
少驾校学员在体验过驾校教
练的“毒舌”后发问：考驾照一
定要花钱挨骂吗？

驾校与教练遭到集体吐
槽，并不无辜。网友反映，有些
驾校教练态度差、 阴阳怪气，
有些驾校教练暗示学员请客
吃饭、收取人情费，更有甚者
竟然骚扰女学员。

驾校教练发脾气， 不排除
有些学员学习进度慢， 教练因
为着急而口不择言的因素。 不

过， 有些驾校教练无视学员权
利、不顾学员尊严，不仅说话难
听，甚至有意拿学员当撒气筒，
无缘无故冲学员咆哮。 教练驾
车水平再高， 骂人也折射出其
教学水平低； 对学员污言秽语
乃至实施潜规则， 则是把服务
当作了权力。

开车关乎个人和公众安
全，驾校教练理应从严教学。不
过， 从严教学不是对学员发脾
气，更不能演化为打骂学员。教
练怒目相向、声色俱厉，学员的

开车技巧就能提升了？
不少学员反映，教练越
骂， 自己就越紧张，甚
至出现怕学车、怕开车
的心态。 对于学员来

说，教练越亲切、越耐心，学车
效果越好。

近年来，网上对驾校教练
的吐槽越来越多， 很多人先
看驾校评价，再去报名学车，
这说明大家对驾校的要求已
经不满足于学会开车。 以往，
驾校培训市场竞争不充分，
存在相当程度的行业垄断 ，
所以学员对待暴脾气教练能
忍则忍；如今，驾校市场竞争
激烈，大众维权意识提高，如果
依旧态度生硬， 怎么还能招来
学员？

教学员把好方向盘， 首先
得让自己的嘴上有个把门儿
的， 驾校教练该改改他们的暴
脾气了。 ①2

考驾照为啥变成“花钱挨骂”
□李霞

●人生的七味心药：心乐，乐善好施；心
宽，宽大为怀；心正，正大光明；心静，静心如
水；心怡，怡然自得；心安，安常处顺；心诚，
诚心诚意。

●经营资财身不穷，经营思想心不穷。
●梦想有多远？其实就是坚持和放弃的

距离。
●生活不是电影，不要在别人写好的剧

本里去演绎自己的人生。
●在通往“富足”的道路上，别忘了带上

“知足”的心。
●一己是人，众人是天；谋事在人，成事

在天。
●认识一个人靠缘分，了解一个人靠耐

心，征服一个人靠智慧，和睦相处靠包容。
●智者不锐，慧者不傲，谋者不露，强者

不暴。

———摘自图书珍藏书目郭同春校长编

著的《精粹语言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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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聚餐给领导倒酒，到
最后一位领导时只剩半杯，领
导责问，你会怎么处理？ ”近日，
网络上出现了诸多此类场景提
问，打开评论区，就会看到网友
们给出了各种风趣幽默、 带有
祝福意味的回答， 不仅巧妙地
化解了尴尬， 还维护了人际关
系。对于种种“高情商发言”，不
少网友感叹“以前的我嗤之以
鼻，现在的我逐字分析”。

在某些场合中，这类“高情
商发言”的确能够化解尴尬、活
跃气氛，维护人际关系。这类情
景应变技巧走红， 展现出当代
年轻人对融入职场的渴望。

对于这种“高情商发言”，

很多年轻人原本并不认同，他
们更倾向于直接、 坦诚的沟通
风格， 认为使用技巧性的诙谐
语言，显得虚伪、做作，不仅背
离真实意图， 也提高了沟通成
本。 不过，步入社会后，他们开
始认识到“高情商发言”的现实
价值，在恰当的场合，使用得体
的语言化解尴尬，这不是虚伪，
而是一种人际交往能力。 这种
能力， 能够帮助初入职场的年
轻人更加准确地理解上级意
图， 从容应对复杂的问
题与场景。

对于这种“高情商
发言”，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看法，如何取舍，取决

于具体语境和个人价值观。 总
的来说，从“嗤之以鼻”到“逐字
分析”，这种转变是年轻人逐渐
摆脱稚气、走向成熟的体现，但
具体的分寸和尺度， 需要好好
拿捏。

“高情商”话语的使用，需要
综合考虑个体差异、社会文化等
众多因素。在某些情境下，真诚、
坦率的沟通方式可能更加高效，
因此，年轻人不必一味追求“高
情商发言”。 ①2

“高情商发言”背后是什么
□阳乙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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