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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多位网友发帖称，位于江西南
昌的一所名为豫章书院的“戒网瘾”学校
存在体罚、囚禁、暴力训练等诸多问题，
事件引发公众大量关注。10月30日晚，
南昌市青山湖区发布通报称，经调查，网
帖反映的问题部分存在，书院确有罚站、
打戒尺、打竹戒鞭等行为和相关制度。
对此，已责成相关部门进行处罚、追责。
资料显示，“豫章书院”为南昌市青山湖
区豫章书院修身专修学校，系2013年 5
月 16日成立的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
构。（10月31日《北京青年报》）

一再引发争议的“戒网瘾”学校，再
次曝出问题。其已被证实的诸多问题，
简直就是从前故事的翻版。发生在豫章
书院的一切，实在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
个有合法身份的“教育机构”。

“戒网瘾”的概念提了这么多年，业
界实践也颇有时日，可时至今日似乎仍
然未能总结出一套文明有效、普遍适用
的方式方法，这简直就是咄咄怪事。也
许，正是由于缺乏科学的、成熟的“解决
方案”，一些戒网瘾学校才注定要回到强
力压制、体罚矫治的“老路”上来，这几乎
就是一种宿命。

标榜理念先进、手段独到的豫章书
院，最终还是黔驴技穷。类似案例一再
发生，让我们不得不去重新思考，关于

“网瘾”和“戒网瘾”的一系列固有认知。
在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总是习惯于脱离

“行为成瘾”的大概念，而仅仅将网瘾看
作是某种特殊的、孤立的“病症”，并痴迷
于寻找专门的“特效解药”。可越来越多
的证据却在提醒民众，“网瘾”终究只是
众多成瘾性心理疾病的一种——它既没
有那么特别、可怕，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就
被治愈。

只有将所谓的“网瘾”还原为诸多成
瘾性疾病的一种，才能对之形成正确的
属性界定和矫治预期。要知道，网络成
瘾从本质上说与购物成瘾、烟酒成瘾、手
机成瘾并无区别。既然如此，我们对于

“网络成瘾”的态度是不是太过敏感和偏
激了呢？再者说，就算有意“戒网瘾”，也
应该认清一个基本的背景事实，那就是
成瘾性疾病的治疗至今依然是一个世界
性的难题，并不存在“一用就灵”的灵丹
妙药，当然也不存在“包戒成功”的专门
学校了。

“网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伪概
念，或者至少是一个有争议性的概念。
一些“戒网瘾”学校的问题，实则都指向
了一个根本性的结论：其对“戒网瘾”并
无好办法。在这一前提下，职能部门的
监管缺位，监护人的放任不管，于学生们
而言，必然是极其危险的。

电子商务法草案31日第二次提交全国
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体现了
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其中，对于电商平台
内出现侵权假冒情况，草案二审稿规定，电
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
内经营者侵犯知识产权的，应当采取删除、
屏蔽、断开链接、终止交易和服务等必要措
施；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侵权人承担连带
责任。（新华网10月31日）

再有想象力的人，当初可能都不会想到
电商发展到现在的规模，有着现在的气势。
9月13日，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
《2017年（上）中国网络零售市场数据监测
报告》显示，2017年上半年我国网络零售交
易额达到 3.1 万亿元，与 2016 年上半年的

2.3万亿元相比，同比增长了34.8%。看起来
已经了不起了，但如果电商解决自身存在的
问题，还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提到电商问题，目前占第一位的，应该
就是侵权假冒问题。现在，网上网下，谈到
假货都是闻之色变。对于这个问题，不能说
电商平台没有重视。从目前的情况的来看，
电商平台均呈现出重视侵权假冒的姿态，有
些电商还表达了“咬牙切齿”的决绝态度。
问题的关键是，有时候“说得好不代表做得
好”。最起码从目前呈现出的问题来看，一
些电商打假依然“任重道远”。

如何才能推动侵权假冒问题进入可治
理状态？现在的主流意见，还是认为电商平
台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不是过高的要

求，而是基于电商平台在网购中的地位，进
而发出的理性呼吁。

当我们感慨电商创造了一个消费时点
时，其实主要指的是电商平台。这些年来，
伴随着网购的发展，平台也获得了迅速发
展，我们已经涌现出了几个世界级的平台。
对于消费者来说，虽然交易是点对点，主要
与卖家产生联系，但消费者首先是对着平台
去的，往往是先选择平台然后再选择卖家。
这其实和实体商业的大商场差不多，消费者
首先选择的是大商场，然后才是柜台。而当
大商场出现消费纠纷时，也往往要由商场出
面解决。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自然希望电商平
台承担更大责任。事实表明，让电商平台更

多承担起责任，有利于遏制侵权假冒的势
头，迎来电商发展的新一轮高峰。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电商平台的责任，
并不是说电商平台过去没有承担责任。只
是这种责任担当，相对于网购实际，相对于
市场期盼，还远远不够。真正有长远眼光的
电商平台，一定不会逃避自己的责任。

在市场中，无论是从体量上还是从地位
上讲，电商平台都可谓“大块头”。“大块头”
应该有大担当，电商平台大应该有“大的样
子”。这个样子是什么？就是承担起自己的
责任。可以讲，强化平台责任抓住了电商发
展“麻筋”。有远见的电商平台，不仅不会排
斥责任，而且会自加压力，表现出更多的责
任担当，以此作为决战市场的利器。

“戒网瘾”学校
为何问题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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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平台责任抓住了电商“麻筋”

□毛建国

相比起千店一面的酒店来说，强调个性
化的民宿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选择。在感
受当地特色文化的同时，卫生、安全、消防等
方面状况堪忧的现实也日渐凸显。从10月
1日起，国家旅游局颁布的首个民宿标准《旅
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正式实施，民宿乱
象是否能够就此终结？民宿的未来又将何
去何从？（10月31日《北京晚报》）

据了解，民宿起源于英国的B&B，原本是
指旅游者在当地民居住宿，感受当地的风俗
文化，通常具备两个特点，一是利用现有的
存量住宿资源；二是民居的主人参与经营，
为游客提供服务。在国内，民宿主要包括乡
村民宿、城市民宿、古城镇民宿三种类型。

但同时，此前由于缺乏相关标准，民宿
业的准入门槛很低，民宿业的发展并不规
范。在卫生、安全、隐私保护等方面存在隐
忧，这也让一些游客心有余悸。

《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的出台，意
味着民宿“国标”的落地，比如，经营场地应
征得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同意；应依法取
得当地政府要求的相关证照，满足公安机关
治安消防相关要求等等。另外，对设施与服
务也做出了详细的标准规范。可以说，如果
民宿业按照这些标准经营，既能够实现行业
向好发展，也能够满足游客的需要。

不过，这样的“国标”只是推荐性标准，
而非强制性规定，就更算不上法律法规了，
在功效上难免会打折扣。因此，比“国标”出
台更重要的是，如何让这些标准成为自觉的
经营准则。这就需要，一方面应加强市场监
管，既要推动“国标”的实施，也应避免“一管
就死”的发生。

另一方面，动员游客的力量。比如，加
大对民宿标准的宣传，使广大游客熟知这些
标准要求，当面对不达标的民宿时，可以向
有关部门反馈，或者直接拒绝进入不达标民
宿等，以倒逼民宿经营者按“国标”行事。实
际上，经营者应该明白，即便“国标”不具有
强制性，但消费者的力量也不容小觑。因
此，按标准办事终归没有亏吃。

再者，诚如专家建议，当前真正亟待健
全的是信用评价体系，建立完善的房东、租
客个人信用档案登记制度和规范的个人信
用评估机制，交易双方可以根据累计评价和
信用评级来进行双向选择，以倒逼交易双方
规范自身行为。

总而言之，唯有千方百计让“国标”发挥
威力，杜绝卫生、安全、隐私保护等隐患，消
费者才能尽享民宿带来的舒适。

终结民宿乱象终结民宿乱象
期待期待““国标国标””发威发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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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然 玉玉

□杨玉龙

此前由于缺乏相关
标准，民宿业的准入门槛
很低，民宿业的发展并不
规范。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
联合问卷网，对1988名18～35岁青年进
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2.3%的受访青年确
认身边有“斜杠青年”，56.7%的受访青年
认为“斜杠青年”可以高效利用时间，充
实生活。此外，受访青年认为“斜杠青
年”也存在着缺乏突出技能(45.5%)和增
加职业规划迷茫感(40.1%)等问题。（今日
本报13版）

“斜杠青年”是指不再满足于专一职
业的生活方式，而选择拥有多重职业和
身份的青年人群。正如调查所示，越来
越多的人有望成为斜杠青年。这里面的
原因，除了个人的追求，主要还是社会环
境和观念的巨大变化。

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运用，大大改
变了生产组织形态，也解放了对工作场
所的束缚。比如，不少工作都不再需要
固定时间和特定场所才能完成，在网络
平台就能轻松实现人与人之间充分的合
作。这也就使得多数人有更多的精力和
时间去培育不同的兴趣、技能。另外，知
识密集型社会，对复合人才的要求越来
越高，职业的更迭也越来越快，也使得一
个人只有尽可能掌握更多的技能才能维
持职业和生活上的优势。在这种双重背
景下，可以说，斜杠青年只会越来越多。

当然，斜杠青年不能狭隘地理解为

一个人在正常的主业之外进行兼职，若
是如此，只能说是同一工种的劳动量累
积，既无多元之意，也难以给人新的身
份。因此，标准的斜杠青年，首先需要的
是跨界。其次，要能够在多种不同的工
作和兴趣中，维持适当的平衡，并且具备
一定的基础和实力。另外，斜杠青年虽
可称之为一种新时尚和生活方式，但也
要避免将之“浪漫化”，毕竟，要成为真正
的斜杠青年，必须建立在高效的时间管
理和持续的自我投资之上，这对不少人
来说其实并非易事。

就营造适合斜杠青年成长的社会环
境而言，目前也还有一些观念和制度上
的阻力需要突破。一方面，一些社会职
业偏见仍未完全消除，比如不乏有人将
斜杠青年视为“一心多用”甚至是“不务
正业”的代表。另一方面，在现实的就业
环境中，多数企业和公司对兼职依然有
着明确的“禁令”。这无形中抬高了做斜
杠青年的成本。

社会的多元化，经济组织方式的变
革，必然催生越来越多元化的人和生活
方式，斜杠青年群体的出现就是其中的
一个具体体现。但在实际当中，斜杠青
年群体仍需要克服自我层面的认知缺陷
和社会层面的阻力。这是在乐见斜杠青
年群体壮大的同时，必须正视的现实。

斜杠青年
必将越来越多
□□朱昌俊朱昌俊

就算有意“戒网
瘾”，也应该认清一个基
本的背景事实，那就是
成瘾性疾病的治疗至今
依然是一个世界性的难
题，并不存在“一用就
灵”的灵丹妙药，当然也
不存在“包戒成功”的专
门学校了。

社会的多元化，
经 济 组 织 方 式 的 变
革，必然催生越来越
多元化的人和生活方
式，斜杠青年群体的
出现就是其中的一个
具体体现。但在实际
当中，斜杠青年群体
仍需要克服自我层面
的认知缺陷和社会层
面的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