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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之间，花式对骂群席卷网络，其火
热程度甚至有了“不加就不是弄潮儿”的说
法。在这些群，一言不合就开骂，不仅有各
种大尺度的辱骂言论，甚至涉黄信息充斥其
中。据了解，微信平台已经介入，一旦查实
将会进行包括但不限于封停功能、限制登录
处理。心理学家指出，简单、粗暴的骂战，无
法从根本上缓解压力、宣泄情感；律师更表
示，网络空间里骂人，同样要负法律责任。（6
月11日《成都商报》）

一种流行现象出现之后，总有人试图给
其寻找一个标签。不过，任何一种流行现象
的背后都有复杂而深刻的现实和心理，但也
正因为复杂而深刻，是任何一种标签都难以
概括的。譬如当时流行的“旅行青蛙”，给予
的标签是“佛系心态”，可在很快的时间内，

“旅行青蛙”就少人问津了。作为一种心态，
“佛系心态”不可能这么快就过去，这也从一
个侧面说明标签化的不靠谱。

现在，在对“对喷群”的解释中，又扯出
了减压的标签。确实，现代人压力不小，不
排除有人是为了减压而进入“互喷群”，可要
是把所有参与者的动机都归结于此，也就太
简单了。

就目前来看，很难给“互喷群”的出现和
流行，寻找一个模式化的标签。事实上，对
于很多庸俗流行主义，也未必都需要去追根
问底。在网络背景下，庸俗流行主义往往有
着来去匆匆的特点，更应该关注的是底线问
题。哪怕一种庸俗流行主义再没有什么意
义，只要不突破底线，大可以不管；而一旦跌
破了底线，那就应该有明确态度。

这些群，有的叫对喷群，有的叫对骂
群。顾名思义，就是骂人的。在很多群里，
骂人根本就没有底线，不仅带有强烈的人身
攻击和地域攻击，而且有大量的涉黄信息。
2017年10月起施行的《互联网群组信息服
务管理规定》明确指出，规范群组网络行为

和信息发布，构建文明有序的网络群体空
间。可以看到，“互喷群”背离了网络文明的
主流，看不到一丝“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文明
互动、理性表达”的影子。

在庸俗流行主义中，“对喷群”不是第一
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对于有些人来说，
对喷不需要任何理由，也不讲逻辑，不讲底
线。一种庸俗流行主义的蔓延，往往是病毒
性的，或许穷尽一切努力依然不足以防止其
产生，但应该有办法遏制其蔓延。很显然，
庸俗流行主义的出现，对网络空间的运行与
维护，已经提出了挑战。

很多人在网络签名里写着：好看的皮囊
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真正让人
向往的交流，应该是灵魂与灵魂之间的交
流，有趣的灵魂之间的交流，才是一种真正
的减压。在“互喷群”里看不到有趣的灵
魂。互联网不是化外之地，不应该提供对喷
对骂的空间。

10日上午，在京31所高校齐聚
北京建筑大学大兴校区，联合推出
高招咨询会，公布招生计划并提供
志愿填报指导，吸引五千多位家长
和考生参加。人工智能、大数据、新
工科等相关专业成为咨询热点，专
家提醒，考生填报志愿应尽量“知己
知彼”，将志趣、能力与专业匹配，不
宜盲目逐热。（6 月 11 日《北京日
报》）

有人把填报高考志愿称之为
“第二次高考”，由此可见志愿填报
的重要性。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
高校开始允许大学生进入高校经过
一段时间的学习，然后根据自己的
兴趣、爱好等等进行专业的调换，也
就意味着给了很多人以“二次选择”
的机会。

即便如此，高考填报志愿仍旧
很重要，很关键。先不说到了高校
再换专业需要满足很多条件，而且
也不是每所高校都有这样的政策，
对于绝大多数学生来说，专业一旦
选定了，不但意味着大学四年自己
的学习方向，而且还可能意味着自
己一生的职业方向。所以,不管是
考生还是家长，对填报志愿都不敢
掉以轻心。

从目前全国部分高校在各地召
开的高招咨询会来看，很多高校开
设了所谓的“爆款”专业，也吸引了
考生和家长的关注。这些“爆款”专
业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紧紧抓住了
当前的社会热点来设置，比如人工
智能现在格外火爆，于是全国共有
250所高校设置与之相关的专业，与
人工智能直接相关的“机器人工程”
专业，也有不少高校开设。

本来这也没有什么问题，体现
了高校与时俱进、引领潮流的特点，
但是站在这些准大学生们的角度来
看，却应该保持必要的冷静与理性，
而不能仅仅追着“爆款”专业跑。原
因有二：其一，“爆款”专业之所以受
到各方追捧，根本原因在于其良好
的就业前景以及丰厚的薪酬待遇，
但这些都是建立在预测的基础之上
的，而大学生毕业至少需要四年，四
年之后现在的预测是否真能成为现
实，是个未知数。所以，盲目追捧现
在的“爆款”专业，是具有一定风险
的，或许就是给四年后的自己挖了
一个坑。

其二，无论专业多么“爆款”，多
么火热，考生都要充分考虑自己的
兴趣、特长、爱好与专业的“匹配
度”，如果只是奔着四年后的好就
业、待遇好而盲目选择“爆款”专业，
但真正学习之后才发现自己并不擅
长，那不但是很痛苦的事情，也很难
真正学得好。

正如专业人士所说，专业的
“火”与“冷”都有相对性，需要放在
更广的维度考量，现在的热门说不
定几年后会被亮“黄牌”。即便读了
冷门专业，只要感兴趣、有特长，成
为专业的“高精尖”人才，一样可以
成就自我、创造价值。

“互喷群”里看不到有趣的灵魂

本来这也没有什么问题，体现
了高校与时俱进、引领潮流的特点，
但是站在这些准大学生们的角度来
看，却应该保持必要的冷静与理性，
而不能仅仅追着“爆款”专业跑。

报志愿不要
只追“爆款”

2017年12月13日至15日，受昆明某旅
行社聘用的导游李云，采取辱骂、威胁、对
不参加消费的游客不发放房卡、对与其发
生争执的游客驱赶换乘车辆等手段，强迫8
名游客购买商品、消费自费项目。近日，景
洪市人民法院宣判，对被告人李云以强迫
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2000元。（6月11日《云南日报》）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在旅游逐
渐从精英消费向大众消费过渡的当下，许
多消费者都渴望通过旅游来开阔视野、放
松心情。目前，不少人尤其是中老年人旅
游的时候热衷找旅行社，导游的角色扮演，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旅游的品质。“导游强迫
交易入刑”，这样的“双输”局面，让人痛心
不已。

美国社会学家罗纳德·博特认为，社会
网络中存在着一些“结构洞”,用于连接两个
难以直接发生关联的关系人。有了导游这
一“结构洞”，消费者的旅游活动会省不少

事情；然而，当导游使用强迫交易的伎俩，
不仅会给消费者带来物质损失，也会给他
们带来精神上的伤害与痛苦，损伤他们的
权利与尊严。

旅行社、导游和定点商家形成了一个
利益共同体，定点商家高价卖出商品，旅行
社和导游按点提成；在理性选择深入人心
的今天，消费者也变得越来聪明，不愿意

“挨宰”。面对不顺从、不听话的消费者，一
些导游软硬兼施，软的不行来硬的，试图通
过辱骂、讽刺、标签化甚至“讲狠”的手段来
逼迫消费者就范。

“导游强迫交易入刑”犹如一面镜子，
提醒导游们不能自说自话、为所欲为。在
契约意识得到越来越多尊重和价值认同的
现代社会，旅游行业显然不能成为边缘地
带。如果任由导游强迫交易沦为“潜规
则”，在短期内能够让一些人利益变现，却
是对一个地方、一个行业的涸泽而渔；当消
费者的权利与尊严得不到呵护，他们自然

会“用脚投票”。
在一个“浅阅读”盛行的时代，这些言

行失范的导游们很容易被污名化，成为他
人眼中“唯利是图、素质低下、冷漠暴戾”的
一无是处的人。实际上，这些导游也和我
们一样，都是在为了生活而努力打拼的普
通人，在别的场合他们或许并没有那么“十
恶不赦”。之所以这样说并非“我弱我有
理”，而是不能将板子全部打在导游身上。
归根结底，脆弱的行业生态，让导游们上演

“变形记”。
旅游市场竞争激烈，旅行社往往会用

“低价策略”来争夺客源。为了盈利，旅行
社就会采取压缩导游费用等手段。导游从
旅行社得到的报酬有限，千方百计拿回扣
和提成变成了一种“生存理性”，为了达到
这个目标，一些导游必然漠视法律法规、剑
走偏锋。只有优化行业生态，改变导游们
以回扣、提成为主要收入的生存模式，导游
强迫游客消费才会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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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清

如果任由导游强迫交易沦为“潜规则”，在短期内能够让一些人利益变现，却是对
一个地方、一个行业的涸泽而渔；当消费者的权利与尊严得不到呵护，他们自然会“用
脚投票”。

浙江杭州市临安区委第一巡察组，在对
某单位开展驻点巡察过程中，发现工会费和
福利费用还有大量结余，干部职工该享有的
福利没有享受到。因为不担当、不作为，临
安区委随即对该局领导班子作出了调整。（6
月11日澎湃新闻）

因为滥发福利遭受处分的单位及领导
不在少数，而因为不发福利被定性为“不担
当、不作为”、被调整领导班子的事却非常罕
见。向“该发福利不发”问责，是对劳动者权
益的正视，体现了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决心和
诚意。

前些年，一些单位确实存在滥发福利的
问题，经过强力整肃，这一问题被有效遏制，
但同时，不少单位因噎废食，连正常的福利
都一刀切砍掉了。实际上，劳动者有获得福
利的法定权利，用人单位也有发放福利的法

定义务。《劳动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有享
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第七十六条第
二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创造条件，改善集
体福利，提高劳动者的福利待遇。此外，其
他一些法规上也有相关规定。

为了规范福利发放，中华全国总工会办
公厅还于2017年12月15日专门印发《基层
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基层工
会逢年过节可以向全体会员发放节日慰问
品”，明确了“逢年过节”的时间范围。在此
基础上，各地普遍制定了贯彻落实《基层工
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的实施细则，对年节
范围、慰问品范围和标准、发放形式和程序
以及禁发“黑名单”做出了进一步明确规
定。显然，给劳动者发放福利于法有据，也
有标准可依。其实，在逢年过节给劳动者发
放一定福利，对劳动者进行慰问，也是人之

常情，不仅符合传统文化，还能激发劳动者
的主人翁意识，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
提升劳动效率。

该发的福利不发，违反了法律法规和工
会政策，是典型的失职行为，侵犯了劳动者
的权益，也伤了劳动者的心。杭州市临安区
对某单位不发福利的行为启动问责，调整该
单位领导班子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这是
一次有力的纠偏和督导，有很强的示范意义
和教育意义。

不该发的“腐利”不能发，该发的福利一
定要发到位、发及时。希望各地都能像杭州
市临安区学习，像整治滥发福利那样，对不
发福利的问题进行整治，形成整治常态，让
劳动者的福利发放进入法治轨道，不多一分
也不少一分。如此，才能对劳动福利形成有
力保障。

“不发福利”也是侵犯劳动者权益

□苑广阔

“导游强迫交易入刑”，
双输局面要反思行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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