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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有花木添
景色，每年六到
八月，是腊肠花
盛开的季节。7月
16 日，记者走访
街头，发现芝山路
旁的腊肠花渐次
绽放，满树金黄，
花串随风摇曳，吸
引了一些市民前
来拍照打卡。

本报记者
严 洁 摄

消费积分制是商家回馈用
户、刺激用户消费的一种营销手
段，该营销模式已经覆盖了大
量商家和消费者。然而，一些商
家的消费积分出现了有效期
短、被过期、兑换难、兑换套路
多甚至利用积分兑换的商品价
格虚高等问题，让消费者感觉
有点变味，没有满足消费者的
兑换预期。

消费积分具有一定的财产
属性，商家给予或承诺给予消
费者积分兑换福利，实质上属于
赠与行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
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期限、附条
件，也就是说，商家可以给消费
积分设置合理的使用期限。但商
家设置以及践行消费积分规则

应该遵循公平、诚实信用等法律
原则，不能失信，不能按照己方
的利益需求随意改变积分兑换
规则，随意减轻己方责任、限制
或排除消费者的兑换权利，不能
让消费积分成为“霸王积分”。

商家应该算好消费积分的
诚信账、长远账，摒弃短视思维，
对消费者多一点诚信和尊重，保
障消费者的积分兑换权益，这
样，消费积分才能转换成“积分
消费”，才能产生更好的促销效
应。市场监管部门、消协也应多
给商家的消费积分制把把脉，发
现问题后通过约谈、责令整改、
查处、曝光等手段进行规范，并
可制定消费积分制的格式规则
范本，引导商家使用，为消费者
营造更加公平、诚信的消费积分
体验环境。

消费积分不能成为消费积分不能成为““霸王积分霸王积分””
■李英锋

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湖
北十堰大学生小赵暑期做兼
职，看到网上招牌信息称刷单
可足不出户赚钱，首单赚钱后，
她花1.6万元连刷十多单，待联
系对方要求返还本金和佣金，
却发现已被拉黑。

该案中骗子的手段并不高
明。只要上网检索，大学生假期
找工作兼职刷单被骗的消息铺
天盖地。正像警方提醒的，想要
在暑期寻找兼职机会的学生，
诈骗分子会在多种渠道发布招
聘刷单的信息，包括微信、抖
音、快手以及某些正规的招聘
网站，无论什么渠道，看到刷单
都不要相信，都要记住刷单兼
职是诈骗。

其实，不仅是暑期兼职，即
便是平时，大学生也要擦亮眼

睛，切莫相信骗子们的鬼话。众
所周知，大学生社会经验不足，
容易轻信，尤其是网络时代，基
本什么都靠手机来解决。一不
小心，就容易落入骗子设下的
陷阱。大学生的优势在于有知
识、有文化，却屡屡被骗，实属
不该。

大学生被骗的消息总是不
断。而无论学校还是警方，平时
都经常发出防诈骗的各种提醒
或警示，但诈骗仍时有发生。除
了兼职刷单被骗外，大学生还
经常会遭遇电信诈骗、微信或
QQ转账陷阱、兼职欺诈等等。
因此，笔者建议，防诈骗教育应
成为大学的必修课。面对各种各
样的骗局，高校可以开设相关
课程，通过一些案例分析，提醒
广大大学生，务必擦亮眼睛，提
高防骗意识，不断升级防诈骗
技术手段，让骗子无所遁形。

防诈骗教育应成为大学必修课防诈骗教育应成为大学必修课
■刘天放

根据媒体报道，近日，2000
多件“降温马甲”投入到珠海市
斗门区全区五镇一街的 114处
核酸采样点，为高温下坚守在抗
疫一线的工作人员送去清凉。

今年入夏以来，全国很多
地方气温持续走高，甚至创造
了当地气温同期的历史记录。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给很多行
业和岗位的户外劳动者带来了
极大的挑战，甚至威胁到了他
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由珠海市
一制衣公司研发的“降温马
甲”，对于一线劳动者的防暑降
温，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更是被
很多人视为“避暑神器”。这款

“降温马甲”的主要工作原理，
就是在套在衣服外面的马甲
上，缝制了四个口袋，每个口袋
装有 1 个专用冰袋，冰袋贴在
身上可以降低温度，从而为人
体起到防暑降温的作用。

比如一线疫情防控人员、
外卖小哥、快递小哥，以及电力
部门、水力部门的一线抢修人
员等，客观因素导致他们不得
不在高温天气下进行户外劳
动，那么防暑降温就成了一种
刚需。在这种情况下，这款既能
够起到防暑降温，同时还能提
升工作效率的“降温马甲”，就
成了这些劳动者务实的选择之
一。相关的用人单位，可以把

“降温马甲”纳入单位防暑降温
物资的采购名单，作为防暑降
温举措，发放给有需要的一线
劳动者使用。

与此同时，为了降低用人
单位采购和使用“降温马甲”的
成本，相关的研发和生产企业，
也要加大研发力度，进一步降
低“降温马甲”的制造和生产成
本，也就等于是降低了销售价
格。比如能否让使用“降温马
甲”的消费者，自制冰块放进马
甲的口袋，从而达到循环使用
的目的。

期待更多一线劳动者穿上期待更多一线劳动者穿上““降温马甲降温马甲””
■苑广阔

这个夏天，去户外
露营，成为很多家庭走
出都市、亲近自然、从事
体育运动的一种生活方
式；自行车也从传统的
交通工具变成了新的户
外单品，晚饭后你只要
出门走走，装备专业的

“夜骑一族”几乎随处可
见。除此之外，腰旗橄榄
球、陆地冲浪也都成为
很多年轻人喜爱的运
动项目。不过，在这些
众多的新兴大众体育
项目中，飞盘无疑是今
年夏天最为火爆和耀
眼的一个。

（7月12日《光明日
报》）

最近，飞盘火了，这
项诞生于国外的小众运
动。正快速“破圈”成为
国内年轻一代社交圈
和运动场的新宠。各种
社交平台上的笔记和
短视频都成为飞盘的
推广渠道，奔跑、飞扑、
跳跃、投递，越来越多
运动场地上有了追逐
飞盘的身影。

7 月 7 日 ，国 家 体
育总局社体中心发布
通知，拟于 2022 年 8 月
至 2023 年 2 月 在 全 国
多地举办 2022-2023 年
中 国 飞 盘 联 赛 。作 为
2022 年上半年最为火爆的户
外运动，飞盘终于将在今年
下半年迎来首个全国性的官
方赛事。

飞盘“出圈”的背后，折射
了当下年轻人的新兴运动观
念。与传统的体育运动不同，飞
盘更像是年轻人的广场舞，强
度不大，装备简单，规则易懂，只
需一片空地、一个飞盘、三两好
友就可随心畅玩。面对愈来愈
快的生活节奏和碎片化的休息
时间，上手快，社交属性强的飞
盘无疑契合了当代年轻人的

娱乐需求。
然而，“出圈”难免

会伴随争议。在各大
社交平台，飞盘俨然
成为流量密码，不少
网红“乘势而上”，营
销“飞盘高端相亲局”

“ 飞 盘 摆 拍 秀 身 材 ”
“ 飞 盘 媛 ”等 热 门 话
题，让这项新兴运动

“变了味”，也有其他
运动的爱好者抱怨飞
盘挤占了他们的运动
空间，在网络上大吐
苦水。

就现实情况来看，
飞盘作为新兴“出圈”
的小众运动，确实存
在部分网红借着飞盘
运动的东风来实现商
业变现的情况，以及
场地稀缺和管理不完
善等问题，但这些问
题 不 应 该 全 让 飞 盘

“背锅”。尽管网络上
对飞盘运动及其衍生
现象的热议不断，但
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这项运动的推广，
国家体育总局也正是
看到飞盘爆火中蕴含
的体育推广机遇，才
趁此热潮为飞盘“再
加一把火”。“飞盘潮”
不但推动了一种新兴
体育运动的崛起，其

“后劲”也将带动相关场地建
设和管理制度完善。面对飞盘

“出圈”，我们不妨多一些包
容，少一些批判，多一些引导，
少一些炒作，在追求乐趣中强
身健体，在兼收并蓄地发展体
育事业，在火热旋转的飞盘中
凝聚全民健身共识。

■本报记者 肖颖婧

“碳排放管理高级证书，一年躺赚20万元”“收纳
整理师不限学历门槛，10天速成取证”“心理咨询师
岗位缺口数百万，拿下证书就有了金饭碗”……求职
旺季，不少求职者为了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入“考证大
军”，而网络上各类名目繁多，宣传浮夸的技能考证
项目让人眼花缭乱，仿佛考到证书就能成为人生赢
家。事实真的如此吗？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学 员

为增求职筹码
反获一地鸡毛

孩子上了幼儿园，全职妈妈颜女士决定重返职
场，为了给自己增加一些求职筹码，她决定多考几个
证。当她在网上看到“健康管理师”的培训广告时，全
职妈妈颜女士就被吸引。在电话咨询时，机构的老师
向她介绍，这是一本含金量很高的证书，社会需求缺
口很大，拿到证书后年薪至少 15万元，还能兼职“挂
靠”获得额外收入。

进入某机构的健康管理师体验课群后，培训助
教先在直播间大力宣传健康管理师的“稀缺性”和课
程的超高性价比，紧接着推荐“99元抢位费”，后又推
荐 5999 元和 8999 元两种班型，并表示课程人数有
限，限时下单可享受花呗、信用卡分期免息，只需“挂
一挂”网课就算完成培训，统一参加“包过”考试就能
拿证，还能提供挂证途径。

颜女士当即就在直播间抢课报名并“挂”完了课
程，但对方一直以“疫情”为由不安排考试，并借口

“已提交报名信息”拒绝退费。进行了几轮“拉锯战”
后，颜女士发现已被对方拉黑，想到几千元课程费打
了水漂，她大呼上当，气不打一处来。

颜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大三学生余玲抱着“多
一个证就多一条出路”的想法在某公众号的广告中
报名了“视觉传达设计师”训练营的培训，先后交纳
了几千元的线上培训费用和“拿证费”。然而拿到证
书后查询发现，该证书不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里，只
能在训练营指定的协会网站上查到，“几千块钱就考
了一张废纸”，余玲后悔不已。

乱 象

机构在线忽悠
证书实为“山寨”

记者查询后发现，根据《人社部公告》，颜女士所
培训的“健康管理师”已于 2020年 12月 31日前退出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记者随即在各类搜索引擎、社交
平台、短视频平台输入“考证”等关键词，各式各类的
考证广告跃然“屏”上，这些广告大多吹嘘得到证书

后的就业前景和高薪收入，还配合“不限年龄”“零基
础报考”等极具诱惑性的字眼吸引消费者报名。

记者点开某机构的“公共营养师”培训广告，网
页自动跳出客服咨询对话框，简单咨询了记者的学
历和专业后就开始推销课程，宣传证书的含金量、就
业率、高收入。“考前我们会提供押题密卷，通过率
100%，拿证后我们还能提供就业指导”，面对记者对
考试的咨询，客服如此回复。而当记者询问该证书是
否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中、人社部网站上能否查询
时，客服却避而不谈，只表示该证书是“业内认可的
专业证书”。

记者拨打了 12333咨询热线，工作人员表示，公
共营养师作为一项新兴职业，人社部在2021年12月
颁布了相关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报考者需要参加
统一组织的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以及综合评审，
由用人单位和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具体实施并颁发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网络培训所获得证书均为“山寨”，
花钱不能“买证”，只能上当。

律 师

考证纠纷频出
应走官方途径

“各种名目的‘山寨证书’都是利用人们考证和
求职心切的心态来营销炒作，花样百出、夸大效果的

培训与考证缺乏质量和权威性，简直可以称为‘韭
菜证’。”漳州某司法鉴定所律师许小艳对此现象
评价道。

许小艳介绍，随着新型职业的兴起，近年来也
出现了不少“考证纠纷”，这类纠纷多涉及当前热
度较高的健康管理师、心理咨询师、消防工程师等
职业。一些培训机构刻意塑造“职业神话”，以“高
通过率”“不过包退”等为噱头招揽生源，而课程又
多在线上进行，学员仅通过网络获得信息，无法实
地考察，让一些“空壳公司”钻了空子。不少案例中
的培训机构在收取学员高额培训费后卷款跑路，
判决生效后难以实际执行，导致学员权益无法及
时维护。

“受骗的大多是在校学生和想要提升综合竞
争力的求职者，这类群体对职业资格考试了解
不多，很容易上当受骗。”许小艳提醒，准备报考
职业资格证书的考生应通过官方权威途径，了
解 相 关 法 律 法 规 以 及 职 业 资 格 考 试 的 报 考 条
件 ，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报考 ，不要抱有投机心
里，从而落入不法机构设下的圈套。在签订培训
协议时要认真阅读合同条款，尤其是涉及双方
具 体 权 利 义 务 的 内 容 以 及 退 款 条 件 等 重 点 内
容，不要轻信工作人员的口头承诺，同时注意留
存沟通记录、付款记录、盖章收据，以便发生争
议时能有效维权。

■本报记者 肖颖婧

斥资拿下“韭菜证”？
记者调查记者调查记者调查记者调查考证乱象考证乱象考证乱象考证乱象

“这是我和孩子一起努力的结
果，请大家爱护环境卫生。”近日，一
段父亲带着两个孩子在河边绿道捡
垃圾的视频走红，清理过的草坪和此
前的草坪照片对比，效果十分明显。7
月16日，记者联系到视频的拍摄者，
也是当事人史德军，他告诉记者，想
带孩子们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7月17日《成都商报》）
据报道，从早上 8 点到上午 11

点，仅三个小时，父子三人就捡了满
满当当四“蛇皮口袋”的垃圾。史德军
之所以要这么做，一方面，是希望借
此呼吁人们爱护环境；另一方面，也
是希望像自己的父辈那样，给孩子们
起好表率、做个榜样。对此，不少网友
纷纷点赞，“这样的父母教出来的娃
娃，一定杠杠的”。

爱护环境，人人有责。爱护环境，
需要我们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
从小事做起，保护身边的一草一木，
不乱扔垃圾，做好垃圾分类，主动清

理身边的垃圾，为建设我们美好的家
园，作出自己的奉献。可以说，史德军
带着儿子捡垃圾，不仅是在履行自己
的主人翁责任，也是在培育、树立孩
子们保护环境的主人翁意识。

从家庭教育角度说，在教育孩子
时，必须做到躬身示范、以身作则，这才
是合格的父母、合格的家庭教育。家庭
是孩子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首任
老师，在家庭中，孩子是一张白纸，关键
看父母会给他们涂上什么颜色。故而，
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既要言传，更要身
教，孩子的行为举止、道德品质等，与父
母的言传身教关系甚大甚深。在很多时
候，身教甚至比言传更能影响孩子，孔
子所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而不行”，就是这个道理。

带着孩子捡垃圾，家长在保护环
境的行动中，也起了一个文明且有担
当的榜样作用。保护环境既需要“小
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
庭，一个家庭影响一个社区，一个社

区影响一座城市，也需要“大手拉小
手”——成长路上一起走，传承社会
公民责任，合力建设美丽家园。

可喜的是，像史德军这样带着孩
子捡垃圾的家长，并非孤例。曾有媒
体报道，一位爸爸带着 8岁儿子在周
末或节假日出门捡垃圾，为保持孩子

对做公益的兴趣和热爱，父子身穿
“侠客装”，既保护了环境，又圆了自
己和儿子的“侠客梦”。还有一位家长
为治孩子的厌学毛病，带孩子去捡垃
圾。不管目的何在，都是在践行“垃圾
不落地，文明我传递”，在保护环境
上，都是值得学习的。

带儿子捡垃圾，这样的教育“杠杠的”
■何勇海 文 杨 靖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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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肖颖婧 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