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近年底，各项工作都已进入收官阶段，年终考核也
接踵而至。然而，有些部门和单位在迎检时流于形式地准
备资料，以篇幅长短代表重视程度，用写得多代替做得好，
速成工作业绩来应付上级的检查，让年终考核成了虚假的
材料秀。

点 评：

年终考核，本意在于通过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客观
反映干部的工作实绩与德才表现，为选拔任用、激励约束
提供重要依据。然而，当考核的焦点从做了什么偏移至写
了什么，从实际成效滑向纸面文章，便陷入了形式主义的
泥潭。这种行为不仅背离了考核的初衷，更损害了党和政
府的形象，挫伤了真正埋头苦干者的积极性。

年终考核莫成材料秀，关键在于转变考核方式，实现
从纸上谈兵到实地察验的转变。考核方应深入基层一线，
通过实地考察、随机走访、群众评价等多种方式，全方位、
多角度地了解干部的履职情况。要创新考核内容，让考核
指标更加贴近实际、科学合理。既要考核规定动作的完成
情况，也要鼓励自选动作的创新探索，避免一刀切和唯指
标论。要定准考核责任，强化权责一致，细化考核流程，确
保每一项考核内容都有据可依、有章可循。对于走过场、
搞形式的行为，要坚决予以纠正和惩处，决不能给形式主
义有任何生存空间。

要强化考核结果运用，让考核与干部的升降去留紧密
挂钩，旗帜鲜明地树立“让有为者有位、无为者挪位”的鲜
明导向，真正体现出“干多干少不一样，干好干坏有区别”，
激发干部履职尽责的内生动力。 （据《云南日报》）

年终考核莫成材料秀

别被名人给孩子
打“增高针”带偏了节奏

■快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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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记者近日调查发现，运营商的套餐让人
眼花缭乱：说好的回馈老用户结果却是“杀熟”，推荐的优
惠套餐开通之后资费反而水涨船高，想要取消订购阻碍重
重，合约期内运营商中途变卦不再提供服务……计费方式
十分复杂，消费者一不小心就可能踩“坑”。

点 评：

每一家基础运营商只有规范营销和服务，尤其是善待
老用户，才能防止用户流失、业绩下滑。从某种程度而言，
坑害老用户的运营商，只会自毁形象，加快用户流失。所
以，运营商亟待规范套餐营销，对营销人员加强培训管理，
别让国字头企业的金字招牌毁在某些基层营销人员手里。

有关方面也要对电话卡套餐乱象加强治理，别让侵
权行为损害行业形象和整体消费。如今，手机已经不再
是简单的通讯工具，而是网络消费的最大入口，唯有保障
用户权益，才能做大消费“蛋糕”。作为用户也要勇于维
权，一旦发现被套路，应通过多渠道维权，让运营商的套
路失效。 （据《北京青年报》）

近日，随着某奥运冠军自家孩子打生长激素的消息传
出，打“增高针”再次成为网友热议话题。

打“增高针”算不得新鲜事。此前就有报道称，有家长
下决心给孩子注射生长激素，现在孩子确实长高了几厘
米，这让他们觉得“罪没白受”“钱花得值”。一些家长因为
担心孩子长不高而时常焦虑，于是通过网络查询、口口相
传，最终选择打“增高针”。

点 评：

“增高针”的使用范围不能泛化，虽然确有孩子通过
“增高针”实现了增高，但这并不能说明这种增高方式具有
普适性。家长在看待“增高针”时，要认识到事物皆有两面
性，如果只看到有利的一面，而忽略不利的一面，难免就会
作出错误的判断。尤其当一种药被宣传得神乎其神，甚至
社会上有人草率效仿时，就更应警惕其背后的风险，切莫
被名人效应带偏了节奏，跟风给孩子打“增高针”，最终可
能增高不成，反而让孩子付出健康受损的代价。

（据《春城晚报》）

“捐款为什么强制？而且我连捐给谁都不知道。”日
前，有网友发帖称，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全县的公职人员
被要求参与募捐活动。祁东县委宣传部和祁东县民政局
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确认了捐款活动的真实性。祁东
县民政局工作人员表示：“这是给县里面困难群众的捐款，
每年都会举行，去年收到捐款几百万元。”

点 评：

众所周知，募捐是一种公益慈善活动，为特殊的对象
募集善款或物品。自愿与无偿是募捐活动的特点和原
则。我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四条明确规定，捐赠应当是
自愿和无偿的，禁止强行摊派或者变相摊派，不得以捐赠
为名从事营利活动。反观祁东县要求公职人员捐款，看
不出“自愿”的意味，难怪引发部分公职人员不满而进行
公开举报。

各地困难人群的确需要帮扶和慰问，但合法的方式多
种多样，比如应当通过技能培训解决就业，让困难人群实
现“自我造血”。对无法就业且家庭困难的人群，应当通过
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来解决。至于给予困难人群的节日福
利，按说应该纳入财政预算，专款专用。

鉴于祁东县要求公职人员捐款，强行摊派或者变相摊
派的意味很浓，涉嫌违反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应该立即
叫停。对于困难人群的帮扶和慰问，应该回归合理合法的
方式，如节日慰问支出，由财政来买单。（据《春城晚报》）

要求公职人员捐款
违法和摊派意味很浓

重审二审宣判，还是死刑。备受关
注的余华英拐卖儿童案重审，贵州省高
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驳回余华英上诉，
维持一审死刑判决。

经过 30 多年时间，余华英案终于被
置于法治和公正的阳光下，获得“正义结
果”。这个过程真的很不容易，能一步一
个脚印往前走，方方面面付出的艰辛难
以想象。

此案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实现柳
暗花明、峰回路转，直至如今。正义虽迟
但到，少不了被害人及家属多年来的奔
走疾呼，少不了公安机关和司法部门的
合力执法，也得益于正义力量的有力集
结和法治的现实进步。

在重审二审的法庭上，杨妞花第六
次直面余华英。开庭前她说，希望这是
最后一次面对余华英。朴素的愿望里藏
着她对正义落地的坚信，更有着她对离

去父母的承诺。
对 杨 妞 花 等 受 害 者 而 言 ，她 们 比

任何人都更不想见到余华英，不愿一次
次勾起自己内心深处的痛苦记忆。“希
望这是最后一次面对余华英”，这何尝
不是全社会的“心里话”。法院作出终
审裁定，代表着一 波 三 折 的 余 华 英 拐
卖 儿 童 案 终 于 告 一 段 落 ，人 贩 子 余 华
英 再 无 上 诉 机 会 ，她 的 人 生 即 将 划 上
终止线。

“希望这是最后一次面对余华英”，
在这句话里包含着几层希望：希望此案
实现“罪无遗漏”，能成为经得起群众和
法律反复检验的铁案，让公平正义贯彻
案件始终；希望每一个受害人及其家属
的正当权益都能得到法律的精准保障
与护航，不留任何死角和遗憾；希望此
案死刑的判决结果能给予人贩子以最
大程度的警示与震慑 ，社 会 以 后 不 会

再 出 现 像 余 华 英 一 样 恶 魔 式 的 人 贩
子，希望距离“天下无拐”的目标越来
越近。

在一次次庭审现场，余华英态度恶
劣，毫无悔意，为自己掩饰和开脱，但此
次判决结果出来那一刻，她流泪了。因
为 这 一 次 ，她 的 生 命 真 的 要 走 到 尽 头
了。这滴眼泪，在法律和正义面前，显得
尤为可笑可悲。

雨 过 天 晴 ，终 见 彩 虹 。 当 阳 光 洒
落，黑暗便无处遁形。没有一份罪恶会
被放过，没有一份正义该被辜负。法治
的追求，人心的坚守，都体现在每一个
案件的结果上。必须始终相信，爱与善
才是人世间最动听的主旋律。“杨妞花
们”的人生还将继续，“好好生活”“往
前看”，这是我们对她们的最好祝愿与
期盼。

（据《钱江晚报》）

日前，记者注意到，在某招聘 App
上，竟然出现了“考研祈愿师”“考研祈
愿 实 习 生 ”岗位，薪资为每天 150 元到
200 元，其主要工作为负责收集 2025 年考
研生心愿，负责前往全国各地孔庙为考
研生祈福并全程记录发布在社交媒体平
台等。该岗位在社交平台上引起热议，
有网友吐槽：“太离谱了，谁发明的这个
岗位！”

在当下就业市场日益多样化的时
代，新奇职业的出现不足为奇。但“考
研祈愿师”这类职业的出现，却令人忧
心忡忡。

从报道来看，“考研祈愿师”颇有
“代人祈愿”的意味。这看似是为考生

节省时间和精力，同时也满足了部分考
生及家长缓解焦虑、寻求心理慰藉的需
求，实则是利用他们的心理弱点搞商业
投机。尤其是 2025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考试在即，更不宜将其视作商机肆
意炒作。

诚然，考试前祈愿的行为古已有之，
像古代科举考试等重大考试前，众多学
子都会去祈愿，挂红绳、放孔明灯等。然
而，将“祈愿”进行商业化，把心中美好的
愿望做成产业，还让人代劳祈愿，则透着
一股浓浓“韭菜味儿”。

考研能否成功，最终取决于考生长
期的知识积累、科学的备考策略以及考
场的临场发挥。即便要祈愿，也只是寄

托美好愿景，舒缓考试压力罢了。花钱
让他人代祈愿，把希望寄托于所谓的“祈
愿师”，恐怕对考研成绩毫无实际益处。

倘若“考研祈愿师”可行，那或许就
会冒出形形色色的各种祈愿师，比如“高
考祈愿师”。一旦“祈愿师”泛滥，势必会
对社会风气产生不良影响，与社会所倡
导的勤奋拼搏、依靠自身努力实现梦想
的价值观南辕北辙。

总而言之，“考研祈愿师”更像是一
种商业炒作。社会及相关机构应当倡导
理性看待考研，鼓励考生凭借自身的努
力追求学业进步，而非利用人们心理弱
点进行商业投机。

（据《新京报》）

或许没人能想得到，一张演唱会门
票，竟然成了当下年轻人尽孝的“硬通
货”。今年以来，随着一众父母年轻时喜
爱的偶像歌手重新开启现场巡演，“帮爸
妈抢演唱会门票”成了不少年轻人肩负的

“重任”。在大家过去的普遍认知里，听演
唱会、追偶像是年轻人的主场，但如今中
老年群体强势加入，掀起一波文化消费新
热潮。

对于“异军突起”的中老年文化消
费，怎样细心呵护，甚至推波助澜，让其持
续释放出强劲的动能，或许是各地都迫切
需要思考的问题。

首先，要多推出一些符合中老年人
口味的文化消费产品。以 50 后、60 后和
70 后为主体的中老年人之所以愿意走进
演出会场，主要目的在于寻找年轻时代的
记忆。不仅仅是演唱会，戏曲、曲艺等传
统文艺样式，同样是中老年文化消费的重
要组成部分。因此，文旅部门要设法挖掘
更适合中老年群体的文化项目，对当年炙
手可热、如今仍有积极导向意义的艺人和
作品，进行与时俱进的包装提升，以满足
中老年人的文化需求，填补消费市场的
空白。

其次，要在文化消费配套上下足功
夫。从上个世纪到现在，经历了二三十年
的岁月，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怀
旧主题的文化消费可精心展示流金岁月
的元素，无论是场馆的选择、舞美设计、门
票以及纪念品周边，都要设法“回到过
去”，努力吸引和打动中老年人，激发这
一群体的购买力，形成文化消费的新增
长点。

再者，要尊重并鼓励家庭的参与。
“帮爸妈抢演唱会门票”尽孝不仅仅是个
梗，更重要的是从中可以看到两代人之间
的双向奔赴，它对于弥合代沟、和睦家庭、
和谐社会都有积极意义。票务部门不妨
适时推出更加亲民的“家庭套票”“陪伴
套票”，鼓励两代人共同“追星”，在感受
经典文艺魅力的同时，促进相互间的情
感交流。

另外，要为中老年文化消费主动引
流。各地可以把中老年文化消费当作新
课题进行研究，制定相应的推广计划。
相关主体可以通过发放“文化消费券”等
方式来壮大中老年消费队伍，还可以设
计新消费场景，推出更适合中老年人的
平台和渠道，让他们无需子女的帮助就
能顺利完成消费，实现从被动向主动的
转变。

（据《新华日报》）

近日，河南新乡某景区举办冰雪狂欢节，宣称为游客打造“阿勒泰雪乡”，有网友
带着孩子兴冲冲前去，结果发现景区的雪竟然是用棉花和白沙冒充的。伪雪景无论
从视觉还是触感上，都无法给人以真实体验，游客深有上当受骗之感。景区和从业者
应当秉持诚信原则，以货真价实的体验赢得游客的心。

（据《浙江日报》）

伪雪景
无法赢真心

“原价 9099 元的电脑，享受补贴之
后到手只需 7275 元，相当于打了八折，
看 到 优 惠 力 度 这 么 大 ，就 果 断 下 手
了。”近日，消费者刘女士换了新电脑，
政府的以旧换新补贴让她省下了 1800
多元。

如何提振消费信心，怎样提高国民
经济循环质量和水平，考验着管理的大
智慧。自今年 3 月国务院发布《推动大规
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
案》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措施，不断扩围加力支持以旧换新有
效落地。有关部门统筹安排 3000 亿元左
右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加力支持大规
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明确各

地自主确定补贴“8+N”类家电品种、每
件最高补贴 2000 元。各地立足实际，一
方面发放消费券、政府补贴“真金白银”
送实惠，另一方面畅通购买渠道、引导
商家适度让利、督促提高服务质量。政
策“组合拳”努力满足群众日益多元化的
消费升级需求，促进相关产业向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推动经济平稳健
康运行。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
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整体带动相关产品销
售额超 1 万亿元。政府以旧换新补贴让
许多消费者获得实实在在的实惠，有力促
进消费动能，有效激发市场活力。截至 12
月 13 日零时，汽车以旧换新带动乘用车

销售超 520 万辆，其中报废更新超 251 万
辆，置换更新超 272 万辆；家电以旧换新
带动 8 大类产品销售超 4900 万台；家装厨
卫“焕新”带动相关产品销售超 5100 万
件；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带动新车销售近
90 万台。千万群众用上了更高效、更智
能、更环保的出行工具和家用电器，通过
家装“焕新”让旧房换新颜，实打实的政策
红利增进了民生福祉，增强了群众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
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
扩大国内需求”等 2025 年九大重点任务，
提出“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力扩围
实施‘两新’政策”等举措。明年支持“两

新”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将比今年大幅
增加，更多市场需求广、更新换代潜力大
的产品和领域将纳入政策支持范围。中
央财办有关负责人还表示，将通过促进重
点群体就业、完善劳动者工资正常增长机
制、适当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等，多
渠道增加居民收入，进一步增强社会消费
能力。这一切顺应群众期待，更稳定市场
预期。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必须把促消费
与惠民生紧密结合起来，让政策红利惠及
更多人民群众，进一步发挥消费拉动经济
增长的基础性作用，为推动经济持续回升
向好注入更加强大的动能。

（据人民网）

以旧换新赋能扩内需、惠民生、促发展

助推中老年文化
消费“更上层楼”

记 者 12 月 21 日 获 悉 ，国 家 广 播 电
视总局网络视听司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加强微短剧片名审核），要求微短剧片
名应提升思想内涵，传递主流价值观，
不得使用恶俗、恶趣味等违背公序良俗
的片名，不渲染极端对立、复仇、暴戾、
焦虑。

新华社发

加强审核

“考研祈愿师”透着一股浓浓“韭菜味儿”

以最大程度的震慑力实现天下无拐

套餐变套路
运营商不能太短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