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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被高额付费面试辅导割了
韭菜。

———随着春招市场升温， 一些个人
或求职服务机构抓住“商机”，打出“资深
HR”“过来人”等口号，纷纷推出付费面
试辅导服务，收费从几百元、几千元到上
万元不等。但记者调查发现，很多人反映
付费培训并没有提升自己的面试应对能
力，感觉被坑了。 种种迹象显示，付费面
试辅导市场存在师资不透明、 宣传真假
难辨、定价缺乏标准、求职者维权难等乱
象。这不但增加了求职成本，也打击了求
职信心，扰乱了就业市场秩序，亟须规范
管理。 新京报如此评论。

在连连上涨的价格面前， 黄金那璀
璨的光芒确实更加诱人， 但年轻人还是
应当保持理性。

———近期，金价上涨，黄金投资又成
了热门话题。 在金店、银行、电商平台都
能看到频频下单的年轻人， 买金已经成
为年轻人中非常时髦的一项消费。 在这
种热潮背后， 依然要提个醒———不要忘
了“投资有风险”这句老话，也别盲信“买
金省钱秘笈”。 黄金永恒，但投资价值却
有波动，买金还是应当量力而行，谨慎选
择渠道，而不是盲目跟风从众。新京报如
此评论。 ①2

小驿站服务大民生
2024 年，广州市将建成覆盖城乡的就

业驿站 350 家以上， 进一步完善服务举
措、扩大服务供给，推动基层就业服务便
捷化、精准化、多元化。 这些分布在各街
道、社区、园区等地方的就业驿站，不仅有
效打通就业“最后一公里”、实现“家门口
就业”， 也是推进就业服务触角不断向基
层延伸的有益探索。

小驿站有“大能量”，大有可为。 从多
地开始加快就业驿站建设来看，管理者越
来越意识到这些扎根于街道、社区的小驿
站， 不只是对劳动就业市场的有益补充，
更是完善政府公共服务的利民之举。 尤其
是在破解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招工难”“就
业难”问题上，就业驿站就有条件成为“知
根知底”的第三人，为雇劳双方提供“点对
点”输送、“面对面”招聘等服务方式，开展
就业对接、实现精准匹配就业。 正如广州
目前已建成覆盖全市的 275 个就业驿站，
逐步形成多元化站点集群平台，既能满足
求职者差异化的就业服务需求，又能切实
解决用人单位的用工需求。 截至今年 1
月，已促进 3.47 万人次劳动者实现就地就
近就业，小驿站的能量可见一斑。 接下来，
当锚定目标抓落实，努力将“就业驿站”打
造成为民办实事的“就业加油站”。 ①2

（陈文杰）

曾经烙有上个世纪八九十
年代时代印记的“夜校热”，如今
再次出圈，“上夜校”忽然又成了
新的都市时尚，甚至成了不少中
青年人“潮”生活的一部分。

据说本轮“夜校热”是先从
上海火起来的， 今年春节前上
海市群艺馆开办的市民艺术夜
校报名当天，27 门课程三分钟
被抢“报”一空，可谓“一夜”成
名。 据了解， 今年以来平台上

“夜校”已成了热搜之词，同比
增长 980%。 在一些社交平台
中，“青年夜校”的相关话题，也
同样炙手可热。 苏州大学等一
些著名高校开办的各种艺术兴
趣夜校班，出现“一座难求”的
现象， 几乎再现若干年前夜校
门前人声鼎沸的热潮。

“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成

了不少年轻人的时尚选择。 在
当下如此“内卷”的都市生活节
奏中，出现一股新的“夜校热”，
无论怎样说都应是一件好事。

与上一轮“夜校热”迥然不
同的是， 这一波热潮人们并非
是为了拿文凭， 更多的是为了
满足提升综合素质的多元化需
求，其中解压、充电成了中青年
人群上夜校的“关键词”。当然，
也有不少刚走出校门的大学
生，重新“回炉”夜校，是为了学
习某种技能、 艺术爱好的。 或
许，这正是社会“内卷”形成的
一种倒逼机制。 空有一纸文凭
已不能打天下了， 融入社会竞
争， 必须得有一门吃得开的硬
本领，这也是不少高校开设“夜
校班”的内生动力。 毕竟，哪里
有需求，就必然催生一种供应，
这也是不少高校以市场化方式
服务社会发展的表现吧。 也从
另一方面， 为高校的继
续教育机构转型发展提
供了新的机会和空间。

“夜校不能像只在
夜间开放的昙花， 不能

只有一阵风”。 要从“网红”变
“长红”，关键要靠内容。 要办好
夜校，就必须有各自的特色，这
也是本轮夜校热引发的思考。

或许， 这次夜校热潮正是
对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发展
趋势的某种正向呼应。对于这股
热潮释放的积极信号，全社会理
应高度关注， 并给予大力扶持。
也呼吁出台更多的积极政策，创
造更加宽容有利的条件，让更多
有志于求知求学的中青年职业
人士走向夜校课堂。 同时，城市
政府也应该支持有条件的高校
结合当地需求，创办富有特色的

“夜大”，吸引更多的人士走进高
校的夜大教室。

让“夜校”课堂的灯光更明亮
些，让夜校的吸引力比“夜宵”更
大些吧！ 让我们拭目以待。 ①2

（作者单位：南阳市房地产
商会）

“夜校热”出圈
□于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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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最高人民法院举
办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解读系列全媒体直播访谈
第六场上，最高人民法院民一
庭庭长陈宜芳介绍， 近年来，
犬只伤人事件时有发生，对于
犬只追逐路人致其受惊吓摔
伤，明确饲养人、管理人也需
对此种“无接触式伤害”承担

赔偿责任。
随着人们的养犬需求由看

家护院变成日常陪伴， 城市里
养犬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可是，
饲养宠物在给人们带来“养犬
快乐” 的同时， 也带来了不少
“养犬安全”隐患，由此引发的
纠纷也不少。 不少犬主人并不
熟悉养犬的法律法规， 有的甚

至不清楚自己饲养的是
禁养的大型犬、烈性犬，
等到宠物闯下大祸，为
时已晚。

有不少犬主人只看

到了养犬的快乐，却没有意识到
养犬一定程度上也是“养责任”。
一方面要对狗狗负责，不得随意
弃养、虐待；另一方面也要文明
养犬、依规养犬，约束狗狗的行
为，对他人负责。

防范和杜绝犬只伤人事件，
抓好前端，增强犬主人的责任意
识很关键。 因此，及时公布犬只
伤人案例， 做好文明养犬的宣
传，让犬主人清楚自己养犬的责
任和义务，非常有必要。“无接触
式伤害” 也要承担赔偿责任，就
是对责任的再强调、再厘定。①2

养犬也是“养责任”
□谭敏

从古至今， 人们常以婚礼
之盛大庆贺婚姻之美满。 然而，
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参与到婚
礼设计环节，无接亲、无伴郎伴
娘、无证婚人的“三无婚礼”渐
渐走红，受到越来越多人追捧。
有何缘由？

一者， 年轻人自主意识增
强。 过去，新人婚礼大多由父母
安排和张罗，注重流程和排场，
因而更强调婚礼的隆重与盛
大。随着代际更迭变换，年轻人
话语权高了， 参与意识也更强
了。 比起传统婚礼，他们更加愿

意将个人想法融入婚礼设计，更
倾向于举办独一无二、具有鲜明
特色的仪式， 因而很多婚礼的
“固定节目”逐渐被取缔。

二者，年轻人理性消费观增
强。 近年来，“极简”“精明”的消
费观逐渐深入人心，折射在婚礼
上， 就是操办流程更加简约高
效。其实，婚礼是家庭建设的起
步阶段，对很多年轻人来
说，一场婚礼仪式意味着
一笔不小的开销。 两相影
响下，不少年轻人更愿意
精打细算，把钱花在刀刃

上，以代替大操大办、铺张浪
费的婚礼。

当然，极简婚礼看似嘉宾人
数、流程内容简化了，但新人投
入的时间和情感其实更多了，显
然更考验双方的感情深度、沟通
顺畅度和三观契合度。 从这个层
面看，极简婚礼能够在年轻群体
中走红，自有其缘由。 ①2

年轻人爱上极简婚礼
□庹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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