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牙培训“两天速成”凸显监管缺位
□ 钱夙伟

网络平台求职须避“坑”
□ 杨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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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马云对话非洲创业者：不要向盖茨学
习，而是向隔壁理发店学习

近日，马云一天跑三个非洲国家，接连出

现在非洲的尼日利亚、多哥和加纳，和当地创

业者交流。马云谈到，我的生命中有两个词：

失败和重来。你们不可能在两年内成为下一

个马云，但可能在五年十年里成为多哥马云。

我从来不会考虑盖茨是如何成功的，而是向隔

壁开理发店的学习，为什么他会成功，这样会

让我觉得还是有成功希望的。 @梨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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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昌莲

预防职业病，比破解诊断难更重要

时事乱炖

微声音

起床早的人身材好
自己胖的原因终于找到了

英国心理学协会研究发现，与起床较迟的

人相比，早起者更苗条、更快乐，也更健康。太

晚睡觉会降低睡眠质量，即便早上起床稍迟，

总体睡眠质量也会很差。而且夜猫子容易错

过早餐，导致饥一顿饱一顿地暴饮暴食，更容

易造成肥胖。 @生命时报

“拿错了，这是

处 理 剂 ，那 是 酸 蚀

剂。”“这小圆瓶小扁

瓶的，都是外国字，

记不清呀，老师。”短

短两天的培训后，美

牙培训班内连各类

药水还没有记清楚

的学员，已经在同学

之间互相模拟实操来通过“毕业考试”

了，自己的牙被塑形成什么样子，完全

取决于同学的“手艺”。（11月18日《新

京报》）

“两天速成”的“资质”，当然是假

的。对此，“老师”这样为学员“面授机

宜”：“这个你就得当它是真的，你连自

己都骗不了，怎么去骗顾客？”但学员

知道，如此自欺欺人终究不可能持久，

因此，现在的“解决方式”，基本是“不

开店，不正式营业”，通过四处打游击

来规避风险。

“两天速成”的“美牙”“技能”，其

后果只能是坑人。一名从事口腔医疗

数年的医生透露，市面上所谓的各类

贴面、贴片美牙，其实并不可靠，“只要

是做美牙，起码都需要车针打磨，这些

人学个两三天便出来给人做牙，手上

肯定没准，把病人的牙磨成什么样都

不一定，如果有出血，消毒再不过关，

都是有风险的。”

有关部门明确表示，贴面、贴片

项目属于医疗级别，想要从事相关服

务的机构必须持有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核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医师

应具有《医师执业证书》等相关医学资

质，护士应具有《护士执业证书》等相

关医学资质，且场所卫生环境、消毒情

况均要达到相关要求，“单纯上过美牙

培训班是不够的。”

显然，“美牙”培训成了大热门，

“美牙”“生意”一哄而上，凸现出的正

是监管的缺位。比如那家号称让学员

“快速实现年入百万的人生梦想”的

“春甜学院”，居然根据学员储值多少，

发给不同等级的“口腔修复师证书”，

储值达到15800元，不仅能拿到高级口

腔修复师证书，还可安排电视台采访

出镜。对此，相关部门竟然表示“没听

说过，不清楚”。监管如此浑浑噩噩，

美牙“资质”“两天速成”，以及“17万做

口牙成本才1万”当然大行其道了。

“11 月还没有 offer（录用通知），还有机会

吗？”“补录都开始了，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是

不是没机会了？”“一大拨有转正机会的寒假实

习已经上线！”……对许多正在求职的高校应

届毕业生来说，这些微信公众号的标题并不陌

生。点进去，则会发现有些其实是互联网求职

服务平台的广告。（11月18日《人民日报》）

互联网求职服务平台自然会给求职者带

来便利，但是同时，一些网络平台并不是太靠

谱。以媒体报道为例，培训课程标价数万，声

称保证找到工作，但实际上所培训内容并无多

大意义，而且参加相关项目后，有可能也找不

到满意的工作。还有就是，有的表示提供“付

费内推”，企业实习每月要交上万元，而有企业

曾回应并未委托一些平台进行“付费内推”。

应该看到，对于网络求职平台有着市场需

求，比如，求职者可以通过其中的相关项目获

益，或了解求职信息，或提升个人技能，即便有

些平台是付费模式，也有着一定的消费人群。

而面对其中的不靠谱现象，笔者以为绝对不能

小觑。首要的一点就是个人须增强防范，在选

择使用求职平台时，应多核实其资质与口碑，

以规避被不法平台所伤。

同时，应加大对招聘市场的整治，尤其是

互联网招聘平台，应建立起完善的监管措

施。不必讳言，招聘骗局花样多，背后集中暴

露了招聘信息发布平台的监管短板。电子商

务法第十七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全

面、真实、准确、及时地披露商品或者服务信

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所以，对

于相关平台不仅要加强监管，更须对不法行

为加大惩治。

另外，应各方联动，降低大学生求职成

本。诚如媒体报道，付费求职服务平台受关注

背后，求职者对求职信息、职业技能培训、求职

指导的需求不容忽视。政府、企业、学校，乃至

于家庭应协同给力，一方面提升求职者的“求

职素养”，提高求职的针对性，减少盲目性；另

一方面也亟待拓宽求职就业渠道，让求职者求

职不难。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针对最新

修订的《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此次修订旨在落实劳动者职业健康合

法权益、方便劳动者进行职业病诊断

与鉴定。有专家认为，我国现行的法

律已很完备，关键在执行难。修法如

解决不了“执行难”的问题，对改善职

业病维权的效果不会太大。（11月17

日《工人日报》）

必须正视的是，过去，一些地方

在职业病防治上，过度关注于“职业病

诊断鉴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而忽略

了职业病防治的政府事前干预、事中

监督及企业的预防责任等重要环节，

存在避重就轻之嫌。殊不知，一旦有

劳动者患上了职业病，鉴定结果再怎

么对他们有利，也是于事无补。特别

是，尘肺病占职业病病例总数的90%，

表明在某些地方，职业病防治法形同

虚设。

众所周知，预防职业病，首先要

强化政府的监管责任，加大对企业生

产的日常监管力度。同时，劳动者易

感染职业病，也与企业的预控措施不

力有着直接联系。企业为了追求高利

润，便千方百计地减少成本，必备的防

护设备也舍不得购置，或者是因陋就

简、以次充好；更谈不上对劳动者在工

作中，实施严格的保护措施，以及经常

性的体检。由此导致许多劳动者染上

了疾病仍浑然不觉，等到身体出现了

不适，再去进行检查和诊断，已经错失

了医治的良机。所以说，预防职业病，

也要强化企业的预防责任，加强自律，

有效遏制疾病的发生。

换言之，预防职业病，比破解诊

断难更重要。首先，应提高《职业病防

治法》执行力，强化政府的监管责任，

注重对企业生产的日常监管。同时，

对工人进行必要的劳动保护，应当成

为职业病防治的一种“标配”。比如，

将专业面罩等用具，列为高污染企业

员工的“劳保”用品，企业应尽量缩短

员工劳动时间，通过发放补贴，给员工

一定的经济补偿；经常性组织员工体

检，等等。特别是，加大对地方政府和

企业失责行为的处罚力度，提高违法

成本，维护员工的健康权、生命权等基

本权益。

门面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