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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玉
亲情陪伴缺失、家庭监护缺

位。家长的不尽责，不仅给了坏
人可乘之机，也让不少孩子走上
歧途。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让
这些失职父母“补课”，让不合格
父母“回炉再造”。据介绍，强制
亲职教育是检察机关强制要求
涉罪未成年人或未成年被害人
父母接受专业教育指导，是国家
公权力强力介入干预对孩子的
家庭教育监护。

众所周知，“熊孩子”的背后
往往是“熊家长”，然而尴尬的
是，很多时候，我们既对“熊孩
子”无能为力，也对“熊家长”束
手无策。在未成年犯罪通常不

诉不捕的大背景下，惩戒办法不
多、矫治手段不力的弊病越发凸
显，甚至引发了全社会的普遍担
忧与不满。为之求解破局，“监
护人强制亲职教育”，无疑是一
个值得尝试的方向。以之倒逼
父母担起教养责任，提升父母实
际教育能力。理论上说，这将大
大有利于涉罪未成年人的矫正。

所谓“亲职教育”，可以从两
个方面理解。一者，就是“义务敦
促”。很多家庭内部，家长由于各
种原因长期对孩子疏于管教。监
护人未能履行基本的监护义务，
子女处于实质上的“失管”状态，
自然容易误入歧途。“亲职教育”
就是要改变这一现状，让失职失

责的父母们，履行好法定的角色
职能；而除此以外，“亲职教育”也
可视作是一次技能强化。现实
中，不少父母不是不想管，而是不
会管、管不了。此番有了专业机
构的“辅导”，情况有望大不一样。

一直以来，相当一部分家
长，对孩子的管教，往往在两个
极端之间跳转。孩子不闯祸，不
管不问；孩子闯祸了，拳脚相向。
这种冷漠的、暴力的、偏激化的
家庭环境，注定是极其不利于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的。必须
看到，家庭作为一个内向的、封
闭的结构，本身是有其惯性和路
径依赖的，往往是缺乏自我修
正、文化进化能力的。适当的外

力引导，是打破这种“稳态”的必
要条件。而“强制亲职教育”，就
是实现问题家庭到正常家庭的
重构，这是避免涉罪未成年人

“重复犯罪”的治本之策。
从某种意义上说，强制“亲

职教育”，就是对过往犯罪未成
年人“一放了之”乱局的根本性
堵漏。“工读学校”“社区矫正”

“强制亲职教育”等制度，彼此协
作、环环相扣，一同构成了家校
社会三位一体共育共管共治的
完整链条。“亲职教育”应尽早推
而广之，让“熊家长”变成“合格
的家长”，让“熊孩子”在一个健
康的家庭里“走上正路”。一切
可以期许，一切值得努力。

“亲职教育”倒逼父母担起教养责任

□ 丰收
3月24日凌晨，在武汉举行

的中国耐多药结核病超短程方
案研究启动会上，复旦大学附
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
在谈到新冠疫苗接种问题时表
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在
现阶段接种疫苗是对自己有利
的事情，“不接种就会吃亏”。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1
年3月22日24时，我国接种新
冠病毒疫苗8046.3万剂次，接
种人数稳步增长。在日前召开
的全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上，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
兰强调，要加快推进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工作，提高人群接种
率，有效降低新冠病毒传播风
险，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

从相关报道看，各地高度
重视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以北
京为例，截至3月15日，全市累

计接种新冠疫苗1036万剂次。
随着北京疫苗接种点进楼宇、
进学校等，接种率必将加快提
升。再如，广州承诺，上半年全
市要完成18岁至59岁人群约
1112万人接种，这对于早日构
建人群免疫屏障也具有重要作
用。此外，为了激励更多人接
种新冠疫苗，关于疫苗接种的
相关服务也在不断完善。比
如，为方便接种者出行，北京市
民在完成2剂次新冠疫苗接种
后，健康宝将显示“疫苗接种完
成”状态，而且支持一键导出或
打印接种凭证。

疫苗接种率至少达到70%以
上，才能形成人群免疫屏障。无
论是中央部署还是地方努力，都
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但这也需
要公众积极配合。新冠疫苗是一
种自愿接种的疫苗，居民只有在
同意、自愿的前提下才能接种，这
就需要大家在对接种的必要性有
充分了解后，配合接种工作。

目前绝大多数人对接种新
冠疫苗持积极态度。原因是，
其一，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大家
已经基本了解，新冠疫情带来
的健康风险以及对生活工作的
不良影响，想尽快告别疫情，接
种疫苗是最有效的办法；其二，
中国研制、生产的新冠疫苗已
经在国内外广泛接种，从实践
证明了中国疫苗的有效性、安
全性、可靠性。

不过，少数人对接种后的
不良反应、实际效果心存疑虑，
进而影响接种积极性。比如，近
日陕西报告新增1例本土确诊病
例，患者是医院的检验师，此前
已接种过两剂次新冠疫苗。有
人据此怀疑疫苗的保护效力，甚
至存在“接种还不如不接种”的
心理。事实上，任何疫苗都不具
有100%的防护效力，但是接种
人群被感染的概率远远低于未
接种人群。我们应理性解读个
案，客观评价疫苗的效用。

那能不能不接种疫苗？不
接种又怎么样？对此，作为“网
红专家”的张文宏，一句“不接
种会吃亏”被媒体作为新闻标
题广泛转载，说明它具有极强
的感染力，也戳中了对新冠疫
苗接种持怀疑态度人群的心
理。是否接种新冠疫苗的决定
权的确在个人，但“不接种就会
吃亏”点明了不接种的风险：一
是，不接种者个人面临健康风
险；二是，不接种者会给家人、
朋友等密集接触者带来健康风
险；三是，每个人是人群免疫屏
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接种
也影响社会防疫。

“不接种会吃亏”非常适合
成为疫苗接种推广语。凡是对
疫苗接种持怀疑态度的人，都
应重视“不接种就会吃亏”的含
义。当不接种者给自己、家庭、
社会均带来健康风险，那他就
是在吃亏，而且很有可能吃的不
是小亏。

打疫苗是保护自己 也是保护他人

商场“抽奖套路”
为何还未禁绝？

□ 王桂霞
不少消费者在商场购物

时，都曾收到过珠宝店发放的
免费礼品券，领取毛巾、牙刷
等小礼品还能免费抽奖，“恰
巧”运气爆棚抽中大奖，掏几
百元就能买走“高档”玉石珠
宝。殊不知，这种抽奖模式背
后有可能是商家精心设计的
骗局。

如果消费者以为自己真
幸 运 ，那 么 就 上 了 商 家 的

“钩”。所谓的“大奖”实则是
人人有份，而消费者只需“1
折”就能买到的号称价值数千
元、数万元的玉石珠宝，实则
是品级很低的廉价物，根本不
值这个价。这种利用“抽奖”

“刮奖”等促销手段引诱消费
者购买“高价值”商品的骗局，
已经构成消费欺诈，过去几年
在全国各地频频上演，珠宝玉
器店、工艺礼品店是“重灾
区”。

早在2018年的央视3·15
晚会上，就公开曝光过商场

“抽奖套路”骗局。经过培训
且深谙骗人套路的销售人员，
会控制整个抽奖环节，每天都
会处心积虑“安排”几十个客
户抽到一等奖。通过调换奖
券等隐秘方式，销售人员让消
费者抽到一等奖，并靠临场的
夸张表演让消费者相信自己
很幸运，进而花钱购买所谓的

“珠宝奖品”。消费者买到的
“幸运大奖”，实则是骗子有意
包装的劣质品。骗子利用消
费者“捡便宜”“撞大运”的侥
幸心理，借机收割一把“智商
税”。

这类被媒体多次曝光、经
有关部门多次整顿的“抽奖套
路”已是广为人知的骗局，但
为何还依然顽强地在各地商
超继续公开行骗？部分原因
是这些“抽奖套路”主要开设
在大商场内，或者旅游景点的
商业区内，跟商超、景区有直
接利益关系。而且又常常用
商超购物小票、优惠券、门票
等作为抽奖道具，容易让消费
者误以为是商超、景区举行的
抽奖活动。

可见，“抽奖套路”之所以
未能禁绝，除了骗局本身具有
隐秘性、迷惑性之外，也跟商
超、景区的庇护分不开。这些
商家交了租金、扣点、管理费
等，与商超、景区形成了利益
共同体，后者明知这是骗局，
却始终无法下决心驱赶。因
此，监管部门在打击“抽奖套
路”时，还要明确商超、景区等
不得容纳此类商家，否则将承
担连带责任，一同向消费者赔
偿损失，并处以高额罚款，以
根除其生存土壤。

每逢新学期开学，不少班主任都为重新排座位而烦恼。
担心孩子看不清黑板、难以得到老师关注、害怕与淘气不爱学
习的孩子同桌……种种担忧背后，折射出家长对孩子学习成
绩的过度焦虑。多位老师反映，孩子学习成绩更多取决于个
人习惯，期盼家长能趋于理性，不迷信于“黄金座位”，而是协
助老师、帮助孩子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能力。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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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人强制亲职教育”，倒逼父母担起教养责任，提升父母实际教育能力。理论上说，这将大大有
利于涉罪未成年人的矫正。

一句“不接种会吃亏”被媒体作为新闻标题广泛转载，说明它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也戳中了
对新冠疫苗接种持怀疑态度人群的心理。每个人是人群免疫屏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接种也
影响社会防疫。

每逢排座必烦恼，担忧背后是焦躁。
座位靠前不重要，良好习惯是法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