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闹”王铎/ 漫画

别让“代画参赛”带偏美育价值导向

近日，“男子想免

费升舱大闹致航班取

消 300 人改签”的话题

冲上微博热搜。在网

友发布的一则视频中，

多名机组成员围着一名男子进行劝说，但该

男子情绪颇为激动，其间与多位机上乘客发

生口头冲突。最终，该航班被取消。事件曝

出后，不少网友在谴责“机闹”行为的同时，也

提出了质疑：乘客的损失是否应由“机闹”人

员或航空公司承担？（1月8日《法治日报》）

这起因乘客要求免费升舱而大闹航班的

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该事件不仅导致航班

被迫取消，还使得三百余名乘客被迫改签，严

重影响了航空秩序和乘客权益。这一事件再

次将“机闹”问题推向了公众视野，引发了对于

如何有效惩戒和防范此类行为的深入思考。

“机闹”行为不仅违反了航空规定，更是

对公共安全和秩序的严重挑战。不少网友表

示，对于“机闹”行为应当予以严厉打击，以维

护航空安全和乘客权益。

制止“机闹”，首先，航空公司应当加强内

部管理，制定更为严格的乘客行为规范，并明

确对于违反规定的行为将采取何种惩戒措

施。这些措施应当包括但不限于罚款、列入

黑名单、限制乘坐航班等。同时，航空公司还

应当加强与执法部门的合作，对于情节严重

的“机闹”行为，及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其次，政府部门也应当加大对“机闹”行

为的打击力度。一方面，要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明确对于扰乱航空秩序行为的处罚标准

和程序；另一方面，要加强执法力度，确保法

律法规得到有效执行。此外，还可以通过公

开曝光、社会监督等方式，提高“机闹”行为

的违法成本和社会压力。

此外，我们也不能忽视对于乘客的教育

和引导工作。要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加强

对于航空法规和乘客行为规范的宣传教育，

提高乘客的法治意识和文明素养。同时，也

要倡导乘客在遇到问题时理性维权，避免采

取过激行为。

“机闹”问题不仅是一个航空秩序问题，更

是一个法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要想从根本上

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和执法

力度，同时做好乘客教育和引导工作。 王琦

年轻人挤爆“低分店”，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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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消费者反向选择低评分餐厅

的现象引发热议。不少消费者表示，

一些“高分店”令人失望，而一些“低分

店”反而带来了惊喜。消费者舍高就

低显示出，网络平台信用环境有待净

化、评价体系有待完善提升。（1月8日

《工人日报》）

聚餐前打开手机看一下餐厅的评

分，评分高前去光顾，评分低忽略不

计。然而，事实上，低评分餐厅也可以

很好吃，高评分不一定就是高品质。

年轻人挤爆3.5分餐厅，是用脚抗议。

网络平台的评分为何会失真？一

方面一些餐厅不追求高评分，因为有

固定客群，销售渠道稳定，并不依赖线

上引流招徕消费者；另一方面一些餐

厅片面追求高分，会通过赠送餐点、优

惠券等方式，引导消费者写好评，平台

为鼓励评价设置了奖励，如赠送积分

等；会邀请美食博主等到店体验，制作

探店类短视频，达到引流的目的。换

言之，一个积极，一个平常心对待甚至

不在乎评分高低，结果自然不同。

失真的评分有何意义？特别是那

些通过非正常手段获得的高评分，而

事实上并没有提高服务质量的餐厅自

然让消费者大失所望，就餐体验感也

不佳。注水的评分失去了参考意义，

也不是餐饮企业维持长久发展的正

道。这需要餐厅经营者不仅要重视评

分，更要重视由食材、口味、服务等要

素构成的品质、形成的口碑，这是餐饮

企业需要用心去经营的。这才是根

本，也是基础。如果片面追求高评分，

甚至不择手段得到高评分，哪怕营销

再好、评分再高，只要品质不佳，消费

者会用脚投票，选择离开。年轻人挤

爆 3.5 分餐厅就是最好的证明，这表明

了年轻人的消费理性。

网络平台评分失真，误导了消费

者，严重影响到他们的判断和选择。

作为网络平台，对评分失真现象不能

视而不见，要积极探索和建立更科学、

更合理的评价机制，既要防止一些餐

厅投机取巧，又不要让宝藏小店被埋

没，让美食回归“味道”的本质。当然，

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管，对于弄虚作假

的行为给予严惩，最大程度上保证评

分的真实性。

王军荣

近日，有网友向记者反映称，网上出现了

一些为中小学生提供代画服务的商家，这些

商家找成年人代画美术作品后，出售给家长

用来以学生名义参加各类美术比赛。记者调

查发现，确实有一些商家宣称从事所谓代画

参赛作品的服务。有商家称，一些美术比赛

只需要提交作品，并不需要现场绘画。有的

家长为了让孩子增加获奖可能性，选择了代

画参赛。（1月8日《北京青年报》）

代画参赛，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作假。

本应由孩子独立完成的美术作品，如今却

成了一门生意，在网络商城上明码标价营

销。不少家长为了孩子简历更好看，而来

购买代画服务。这种弄虚作假、急功近利

的做法，无疑背离了美育的初衷，带偏了美

育的价值导向。

代画参赛，危害不小。对孩子来说，家

长购买代画服务，可能会获得一种“荣誉”的

满足，但也极易对孩子形成误导，使其养成虚

荣、侥幸、投机、不诚信等不良习惯。家长购

买代画参赛作品，不是爱而是害。不仅会扼

杀孩子的想象力与动手能力，还会给孩子留

下一个恶劣印象，不利于健康成长。

对商家来说，提供代画参赛作品的服

务，也是一种非法经营行为。通过代画作品

参赛属于欺诈行为，违反比赛规定，干扰比

赛秩序。民法典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

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

责任。”代画商家作为提供参赛作品人员，明

知画作用途，在选手侵权时，应作为共同侵

权人承担责任。商家出售这类违法、违规服

务，违反公序良俗，应受到有关行政部门的

处罚。

铲除“代画参赛”生意，需要从供需两端

发力。一方面，要加强监管治理。有关部门

应督促网络交易平台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

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违规的行为，让代写代

画营销乱象失去生存土壤。同时，不断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重拳出击、严厉打击代写代画

等不法行为。

另一方面，需要比赛主办方、教育部门、

学校等相关方严格把关，对弄虚作假、学术

不端等行为零容忍。老师、家长都应转变教

育观念，摒弃功利心，让学习绘画回归美育

本源。 付彪

成年人快乐守则：不过度自责
过去无法挽回，未来可以改变。其实，我们的

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也会犯各种各样

的错误。如果你因为错过星星而流泪，那你也可能

还会错过太阳。不必过度自责，与其怪自己，不如

去改变。很多时候，让过去过去，才能让未来到

来。自责，可以促使一个人反省、进步。但过度自

责，则会变成一种内耗。不仅会让你丧失前进的勇

气，还会让你变得束手束脚。你要知道，没有人是

完美无瑕的，也没有人会一辈子不犯错。我们需要

在失败中进步，在错误里成长。 @新华社

一切美好，都会慢慢到来
1.关于自己：勇敢奔跑，也别忘了爱自己。别再

拖延，想做的事今天就迈出第一步，朝着你想去的

地方奔跑。2.关于梦想：追梦之路有辛苦，也会很快

乐。想让日子过得丰富精彩，就要保持积极进取的

心态。3.关于感情：珍惜拥有，也尊重别离和失去。

你的用心相待，就是对一段关系最好的维系。4.关

于生活：热爱生活的人，会被生活所爱。当你认真

过好每一天，生活也会给予你最好的回馈。5.关于

未来：努力改变，不断提升，相信一切美好，都会悄

然而至。 @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