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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强 赵珮然
15头原本栖息在云南省西

双版纳州的野生亚洲象一路北
上，迁徙数百公里，且有继续向
北偏东迁徙的趋势。罕见的“象
群北迁”引发全民关切，形成一
堂生动的生态文明教育课。

眼看着大象“旅行团”一路
“逛吃”北上，有关各方围绕“大
象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何离
家”“如何回家”“如何保护”等问
题展开研探和科普，人们重新认
识了野生亚洲象作为国家一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生存状况
以及云南为保护亚洲象所付出
的努力。在这场“全民观象”中，
构建人象和谐关系再次成为舆
论焦点，不伤害、不冲突是人们
的普遍共识。这体现了社会的
进步，有利于促进我国生态文明
建设。

让大象早日安“家”，考验人
类的智慧。针对保护亚洲象之
困，专家、网民纷纷出谋划策，提
出修复建设亚洲象栖息地、提供
更丰富的食源、社区参与保护等
建议。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意
味着亚洲象保护管理工作势必
有所提升，人类的活动必须有所
改变。

昆明今年10月将举办联合
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
约方大会（COP15），届时将迎来
全球的目光，中国将提供更多行
之有效的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智慧与方案。有关地方和
部门应抓住机遇，加强和改进生
物多样性保护体制机制，向全球
展示好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
行动。

古语“太平有象”寄托着人
们对世界太平、万物和谐的美好
愿望。科学合理地化解“人象冲
突”，让大象早日有“家”可安，吉

“象”的寓意才能成为现实。愿
人象各得其所，和谐共存。

“全民观象”
是一堂生动的
生态文明教育课

不能让良心行业变成逐利产业

□ 殷呈悦
6月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通报针对校外培训机构
的重磅处罚。近日，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组织地方市场监管部
门组建专案组，在5月初对作业
帮、猿辅导两家机构开展检查
的基础上，对新东方、学而思、
精锐教育、掌门1对1、华尔街英
语等13家校外培训机构进行重
点检查。检查发现，15家校外
培训机构均存在虚假宣传违法
行为，13家校外培训机构存在
价格欺诈违法行为。市场监管
部门对15家校外培训机构分别
予以顶格罚款，共计3650万元。

为加强治理校外培训机
构，监管部门近来屡出重拳。
在处罚名单上一次出现这么
多家培训机构，其中不乏行业

巨头，着实罕见。摸排之后，
问题一一曝光，并处以顶格罚
款，足见强化培训机构市场监
管的力度和决心。15家机构
均存在虚假宣传或价格欺诈
的违法行为，也反映出校外培
训市场乱象的严重程度。

对此次监管风暴，网友好
评 如 潮 ，不 少 家 长 大 呼“解
气”，说明消费者苦培训市场
乱象久矣。培训机构巧舌如
簧的推销背后，叠加着五花八
门的陷阱；听信于“不进则退”
的焦虑传导，一边抱怨一边

“跳坑”的家长不在少数。
教育培训是良心行业，教

书育人、立德树人是其根本，
教育培训机构绝不能演变为
一心逐利的产业。优质的教
学资源，本是培育学生成长的

营养成分，不能演变为资本竞
价捞钱的工具。校外教育培
训机构暴露的种种问题，不仅
使学生家庭蒙受经济损失，更
伤害了学生及家长的感情，也
干扰了校内正常教学和市场
经营秩序。5月21日，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
会议强调，要全面规范管理校
外培训机构，严肃查处存在不
符合资质、管理混乱、借机敛
财、虚假宣传、与学校勾连谋
利等问题的机构，明确培训机
构收费标准，加强预收费监
管，严禁随意资本化运作。一
系列要求回应了社会的共同
关切，也传达了从严治理的鲜
明信号。此次对15家培训机
构开出共计3650万元的高额
罚单，正是这一治理思路的有

力落实。
一些教育培训机构最擅

长给课程开出高价学费，这一
次，相信这些机构也体会到了
监管部门的处罚力度有多大，
企业操守课的“学费”，就该这
么贵。不过，也有网友提到，
虽然罚单与以往比起来有更
强的震慑力，但对一些毫无底
线的培训机构来说，罚款也许
罚不疼，甚至还可以在以后捞
回来。这也提醒监管部门，必
须将严格的监管态势常态化，
对于唯利是图且屡教不改的
黑心企业，直接拉进行业的黑
名单。让不合法度的教育培
训机构挣不到昧心钱，让教育
环境真正回归健康向上的状
态 ，为 学 生 们 的 健 康 成 长
助力。

又一年高考临近，一女子面对曾经遭遇的骗术，不仅没
有吸取教训，反而借鉴“复制”，谎称售卖高考答案，在网上大
肆行骗。记者日前从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公安局了解到，当
地警方抓获了该犯罪嫌疑人，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内，这名
女子“潜入”多个高考考生聊天群中，诈骗全国5个省份10余
人。 据新华社

“网友批评过了”，就可以袒护犯错者？

□ 高金国
犯错不可怕，可怕的是犯

错之后的态度。
据《长江日报》旗下新媒体

“九派新闻”报道———
湖南文理学院一学生会干

事在统计毕业生考研专业时，
因没有称呼2021届毕业生郑某
为学长，被其要求罚抄名字50
遍。6月2日，湖南文理学院党
委书记龙献忠称，已关注舆情，
学校马上就会发声。当前应先
把此事平息下来。

这个“学长”难道不知道，
即便在中小学，这种行为也可
以定性为“不当惩戒”吗？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从对
话截图来看，这不是简单的“不
当惩戒”，而带有强烈的威胁
意味：

“……你不抄，我肯定让你
在文理学院不好看。”

“如果你对我今天的行为
有任何的不满，在背后有任何
议论我的行为，或者是泼脏水
说我坏话的行为，一旦被我知
道你照样混不好，话就讲到这
里，管好自己的嘴。”

这是一个大学生该说的话
吗？这是学生，还是混社会的？

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
有，大学生中间出现这样的奇
葩，并不奇怪。

让人奇怪的，是学校的
态度。

报道中，学校强调的，第一
是“当前应先把此事平息下
来”；第二是，团委已经找其谈
话了，现在不能去过多地批评
他，“网民已经批评他了，这个

时候再去（批评）会引起他恐
慌、惊吓。”

呵呵。
这是学校面对媒体时，该

说的话吗？基本的是非都没有
了？最重要的不是解决问题，
而是“把事情平息下来”，假装
没有问题？

不是说学校的说法全无道
理，关键要分清轻重缓急，先分
清是非，再考虑平息和安抚。

这个学长的做法是否错
误？学校没有明确表态，只是
找他“谈了话”，连“批评”这个
字眼都没用上。

的确，这件事情，可以从两
个维度来定性。

第一个维度，仅就“罚抄”
就事论事，的确是个小问题，微
不足道。

谁小时候没被罚抄过？就
算属于“不当惩戒”，抄50遍名
字，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完全可
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第二个维度，不就事论事，
而是分析事件背后的威胁意味
和打击报复的可能性。

学弟对学长不礼貌，确实
令人不适，但并不是什么大问
题，由此对学弟进行惩戒，并对
其进行威胁，事儿可就大了。

想想看，仅仅是不礼貌，或
者对学长的反抗，就可能遭到
如此带有混社会性质的打击报
复，谁敢来这样的学校上学？

正确的做法，首先是承认
问题、正视问题，然后想方设
法，解决问题。

首先，这个所谓的学长，必
须受到严厉批评。批评也分两

方面，一是其对学弟进行不当惩
戒，这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其
对学弟的言语威胁，甚至恫吓。
他应该明白，到这个地方，是来
学习的，不是来混社会的。

其次，对受到威胁的学弟，
进行心理疏导，鼓励他敢于和
不良风气作斗争，并将这种风
气，推而广之。

当然，如果他在对待学长
的时候，的确有不太礼貌的行
为，也要注意改正。

第三，以此为契机，打击动
辄以学长自居甚至挟私报复的
不正之风。

这才是正道。
该校倒好，息事宁人第一

位，避免曝光第一位，至于问题
是否存在，随他去吧，把舆情熬
下去再说。

当年高考被坑骗，如今挖坑卖答案。
拙劣骗术屡得手，心急家长擦亮眼。

学弟对学长不礼貌，确实令人不适，但并不是什么大问题，由此对学弟进行惩戒，并对其进行威胁，事儿可就大
了。正确的做法，首先是承认问题、正视问题，然后想方设法，解决问题。

这一次，相信一些培训机构体会到了监管部门的处罚力度有多大。不过也有网友提到，对一些毫无底
线的培训机构来说，罚款也许罚不疼，甚至还可以在以后捞回来。这也提醒监管部门，必须将严格的监管态
势常态化，对于唯利是图且屡教不改的黑心企业，直接拉进行业的黑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