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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用人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将被列入黑名单
近日，人社部规定：克扣、无故拖欠

农民工工资报酬，数额达到认定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罪数额标准的，将其列入拖

欠工资“黑名单”。违法分包、转包造成

拖欠工资的，一并列入“黑名单”，自

2018年1月1日起施行。@人民日报

非 常道

马云再谈宗庆后：
躲在茧里的守旧人

近日，马云在彭博社的采访中，被问及

“如何看待宗庆后关于电商摧毁制造业的

说法”时，马云称，他遇到过很多像宗庆后

一样的人，这是技术的进化革新，“他们就

像躲在茧里，依然喜欢旧经济模式”。并表

示没有兴趣对银行进行购买或改造：“你可

以推动他们！”

@新浪财经

学者：大学培养瑜伽硕士引质疑 要尊重大学的办学自主权
今年，云南民族大学将首次招收

瑜 伽 方 向 硕 士 研 究 生 ，遭 网 友 质

疑。学者称，要尊重大学的办学自

主权。且学习内容包括印地语、梵

语等语言类及印度文化类课程，还

有瑜伽哲学、瑜伽医学基础等，并不

是单纯练瑜伽。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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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让错乱的“彩礼文化”重回正轨

＞

▋杨朝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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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司机败走新驾考
带来怎样的启示

▋木须虫

时事 乱炖 热点 冷评

日前，一场充满喜庆

与浪漫的婚礼在河北邯

郸市曲周县大河道乡西

河道村热闹举行。大家在

向新郎新娘送去祝福的同

时，议论最多的却是他们

的结婚“零彩礼”。新娘李

晓利说：“我们结婚不要彩礼，那是因为

感情是买不到的，婚姻不能靠金钱来维

持，幸福生活得靠自己的双手来创造。”

（10月10日《广州日报》）
当公众对层出不穷的“天价彩礼”产

生视觉疲劳的时候，清新而稀缺的“零彩

礼”显然让人们眼前一亮。“宁在宝马车

上哭，不在自行车上笑”，在一些人感叹

情感商品化、阶层化的当下，“零彩礼”显

然打破了不少人的刻板印象；这位勇敢、

自信的姑娘，让我们见识到了简单、纯粹

情感存在的可能性。

得益于岳父岳母的理解与体谅，笔者

结婚的时候女方也采用了“零彩

礼”。在他们看来，作为缺乏财富积

累和社会资本的农家子弟，笔者在

大城市立足扎根已经不容易了；只

要有情感基础、只要年轻人在一起

生活得幸福，又何必用彩礼来为难

年轻人，给婚姻制造人为的藩篱呢？

当下，一些地方彩礼的水涨船

高，既有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分层

的因素，也和地方性、区域性的习

俗、价值观念、文化认同密不可分。

当彩礼的价码和新娘的身价挂钩，

当彩礼成为社会表现和社会竞争的

工具，彩礼便上演了“变形记”；人口

流动的加速以及乡村性别结构的失衡，

让婚恋竞争渐趋激烈；越高的彩礼，在婚

恋市场越有竞争力；这种畸形的价值认

同，让“天价彩礼”的虚火越烧越旺。

尊重自己的内心，不屈从世俗的偏见

与压力，“不要一分钱”的新娘，并不会因

此降低她的身价。面对“彩礼乱象”，又

有多少人具备她这样“爱的勇气”？这个

世界的分量与质量，与我们每个人的角

色扮演息息相关。当“零彩礼”得到更多

的尊重与社会认同，错乱的“彩礼文化”

才会更容易重回正轨。

别被朋友圈的“保命指南”所蒙蔽
▋罗志华

“我爸要不是听信朋友圈的什么‘保命指南’，自己胡

乱吃药，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危在旦夕。”日前，24 岁的崔女

士守在武汉亚心医院重症监护室外哭红了眼睛。她的父

亲因突发最凶险的主动脉夹层，却听信朋友圈里的“保命

指南”服下阿司匹林，没想到反成了“夺命药”，经过紧急抢

救才保住性命。（10月10日《楚天都市报》）
朋友圈的“保命指南”之所以有人相信，原因在于它在

理论上不求精细，只求大概正确。因为普通人不想探寻其

中的深奥道理，只需要听起来可信即可，但“保命指南”的

失败之处也在于此。这是因为，诊疗是一个十分精细的活

动，同一种疾病，也许只存在些微差别，治疗方案就会大不

相同，同一种药品，用法与用量不同，作用和效果也会存在

天壤之别，大大咧咧地传播医学理论，虽然能够忽悠不少

人，但形成的误导却是巨大且普遍存在的。

比如，阿司匹林小剂量可预防血栓，大剂量却用于解热镇

痛，剂量不同，用途完全不同，剂量用错了，不仅无法治病，反

而可导致胃肠道出血等后果。再如，脑血管意外有很多种，有

些是因为供血不足，有些是因为出血，也许症状相同，但止血

还是溶栓，是两个截然相反的治疗方案，有时医生作出判断都

十分艰难，患者岂能一味按照“保命指南”行事？

崔女士父亲的遭遇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大概正确”

让他轻信了这套理论，但“大概正确”又违背了医学理论，

更与疾病的复杂性、症状的多样性、治疗的差异性相冲突，

让他无法分清心脏主动脉夹层和其他心脏病的区别，从而

付出惨痛的代价。

当下，朋友圈中传播着大量涉及生活健康、老人保健、

医学常识的内容，大众尤其是一些老年人缺乏辨别能力，

很容易盲目轻信。因此，要想避免受到类似伪科普的侵

害，一方面，个人不能被“大概正确”的医学理论所蒙蔽，不

能因为听起来正确而盲从，没有明确来源的消息也不应该

转发；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应对朋友圈里涉及医药保健类

内容加强监管，及时对伪科学进行辟谣，并依法对恶意传

播虚假信息的网民予以严惩。

10月1日，由公安部发布的最新驾驶人考试相关行业技

术标准正式实施。10月9日，是长沙市驾考新规实施首考之

日，张公岭考场在考试前一天组织了一场“体验”，不少老司

机在这次体验考试中，频频中招被扣了不少分。市民谭女士

是一位有三年驾驶经验的驾驶员，但在体验中，谭女士被扣

了一千分，让她频频扣分的主要是驾驶上的一些细节问题，

如在人行横道忘减速踩刹车等。（10月10日中国网）
驾考新规相对于以前的规定，最大的变化是强化了安全

文明意识的考查，并未增加驾驶技术的难度。老司机从新驾

考规则的体验中败下阵来，大都不是倒在驾驶技术上，而是

在减速、打灯、观察之类的驾驶细节上，这种考试模拟体验结

果，恰恰是司机群体日常驾驶习惯的真实体现，反映出驾驶

文明意识的较大差距。

这些司机中并不乏多年没有交通违法记录的驾驶者，但

没有交通违法记录，并不必然证明驾驶行为文明规范。许多

驾驶者下意识以自身的标准来看待驾驶，存在相当多的文明

认识误区，如通过规定应当减速的路段，是否减速取决于是

否有行人通过，还有很多驾驶者日常驾驶中只以不被拍照扣

分为标准。显然，这都与文明安全驾驶的本义相去甚远。

驾考新规强化安全文明意识的考查，更大的意义是增强

社会对安全文明驾驶重要性的认识，确立一种导向作用，着

力培养安全文明的共识。但是，仅仅只是“应试”的尺度，而

不成为现实交通管理有形约束的显性规则，很难保证一茬又

一茬新手通过考试后，不会再变成模拟不过关的老司机。所

以，安全文明驾驶，除了需要从方方面面增强广大驾驶者的

安全文明意识之外，更需要完善交通执法管理、健全规则、改

进手段，让考试的规则变成执法的尺度，让安全文明意识一

步一步变成安全文明驾驶行为，最终变成自觉的安全文明驾

驶习惯。显然，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周期，在我国快速进入

汽车社会的今天，更有待于所有司机以及公共管理部门，持

之以恒的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