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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老人和市场不需要“老人鞋”，而是需要货真价实，真的适合老年人

诉求，满足老年人穿鞋特点的“老人鞋”。

滥权空间不除，教授骚扰难灭

燕赵观

“副教授被举报性骚扰女学生”事件传来

最新消息，12月9日晚，上海财经大学发布通

报：经查，钱逢胜严重违背教师职业道德，造

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根据国家和学校的

相关规定，给予钱逢胜开除处分，并按程序报

请上级部门批准；撤销其副教授专业技术职

务；撤销其教师资格。（12月10日新华网）

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了公众对高校师德问

题的关注。一方面，性骚扰只是个别教师之

为，另一方面，近年来这种现象在一些高校时

有爆出，行为不端的教师受到严厉处罚乃至

身败名裂之后，仍有步其后尘者，究竟是教师

队伍中的“极个别”难以彻除，还是一些高校

的师德建设、监督管理方面疏漏比较大？

据新京报报道，该校在读硕士林颖告诉

记者，由于钱教授期末考试出题很难，挂科的

人很多，大家都怕挂科，所以有个传统是考前

请他吃饭。而饭局前学生几乎都要加他微

信，此后多名女生受到言语骚扰。这位同学

还向记者提供了钱教授与多名女生“微信聊

天”的截图。

事实上，种种的师德不端，都是借权力实

施。期末考试怎么出题，理论上说，任课教师

自有其合理的考量，出题权力应受到尊重。

然而，如果考试“出难题”还夹杂着其他动机，

显然是“难题”还隐藏着权力寻租的伏笔。

“钱教授式出难题”——借此寻租，扭曲

了师生关系，也让考试变了味。而作为学校

管理方，可以无法知晓具体的教师行为不端，

但对于可能存在的“教师权力寻租”空间，若

没有必要的防控程序设计、有效的监督机制，

这肯定是值得反思的问题。

教师权力不是问题，怕就怕，极个别教师

将其不轨之图掺入正常权力之中。而本质

上，这也是一种权力腐败，这种腐败与官员腐

败，没有太大区别。于此而言，预防大学师德

失范、性骚扰学生等问题，是否也应借鉴行政

体系反腐败的理论和经验，比如，教师权力也

要通过公开透明受到有效监督，以及多向监

督实现制衡，进而将教师权力也“关进笼

子”。当教师权力失去了寻租功能，面对骚

扰，学生自然也无需保持沉默。

近半数质量不合格,
警惕“老人鞋”专门“坑老人”

苑广阔

网友说
@人民微评——骚扰女学生，上财

副教授被开除、撤销教师资格，咎由自

取。上海财大毫不袒护，处理果断，在

职责范围内做了所能做、所该做的，值

得激赏，堪称典范。钱逢胜是否涉嫌违

法犯罪，或需司法机关介入。法治昭

彰，岂可把学生当猎物？菁菁校园，绝

不容师德败坏之徒！

@修心279516471——校园净土

不可玷污，净化校园刻不容缓。

@腊月十三——感谢这个女生站

了出来揭发举报，她的勇敢，避免了更

多的受害者。

@一元复始汪春元——教师是强

者，学生处于被动地位，做为教师应具

有良好的师德，如果严重违反教师职业

道德规范，必须严惩。

燕赵都市报快手

马涤明

减少一次性筷子，需求侧引导同样重要 蒋璟璟

鞋类市场上有一种网红产品，被称为“老

人鞋”或者“健步鞋”。商家宣称这是专门为

老年人设计的鞋子，更加适合老年人的脚型

特征，穿起来既舒适，又防滑。但与商家宣传

形成明显反差的是，在检测机构记者看到，测

试过程中，鞋底出现超长裂纹，鞋帮与底墙开

胶，这些检验鞋类基本性能的通用指标，却屡

屡触碰标准红线。（12月10日澎湃新闻）

“老人鞋”是何时成为“网红鞋”并且开始

在市场上风生水起，受到无数老年消费者追

捧的，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但是作为一种市场

细分的产物，越来越多传统鞋店开始开辟“老

人鞋”专柜，甚至说城市大街小巷开始出现

“老人鞋”专卖店，却是不争的事实。“老人鞋”

市场看上去一片大好。

“老人鞋”能够取得民众的认可，有很多

因素。比如，它通过市场细分让自己的消费

者群体更加明确；比如，它紧紧抓住了老年消

费群体的核心消费诉求，重点强调产品“安

全”“舒适”的功能，轻易“俘获”了大批老年

人的心。同时，精明的企业商家还把“老人

鞋”和亲情、孝顺等等联系起来，鼓励年轻人

为自己的父母亲人购买“老人鞋”当做礼物。

当国内“老人鞋”生产厂家从 2014 年的

1700多家激增到2018年的3500多家，有个问

题却被很多人忽视了，那就是“老人鞋”是否

像广告宣传的那么好？“老人鞋”的专业产品

标准又是什么？由上海、安徽、江苏和浙江四

地消费维权机构组成的长三角消保委联盟，

最近分别通过电商平台、实体店和电视购物

购买了 80 批次“老人鞋”样品进行比较试

验。很不幸的是，检测结果令人大跌眼镜。

其中，发现有38批次的老人鞋样品，外底硬

度不达标，占样品总数的47.5%。另外，14批

次样品耐折性能不达标，鞋底出现超长裂纹，

鞋帮与底墙开胶；14批次样品耐磨性能不达

标。这些问题产品，包括了不少目前市场上

的主流畅销品牌。

一些消费者的反馈意见，也印证了媒体

的检测结果，很多老年消费者反映，自己花大

价钱买来的“老人鞋”，不管是从舒适度、安全

度上来看，还不如以前穿的普通旅游鞋、运动

鞋。而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也随之浮出水

面：目前国内并没有“老人鞋”的专业标准，所

谓“老人鞋”不过是商家自己杜撰出来的一个

概念。没有标准的“老人鞋”，产品质量自然

良莠不齐。没有标准，产品出现了问题也难

以追责。

并非老人和市场不需要“老人鞋”，而是

需要货真价实，真的适合老年人诉求，满足老

年人穿鞋特点的“老人鞋”。所以，现在问题

的关键就是有关部门应尽快对市场进行调

研，结合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制定这方面的“国

标”，让生产企业有章可循，按照专业的标准

来生产和销售真正的“老人鞋”，而不是像现

在这样，各家自设标准，最终导致市场上的产

品质量良莠不齐、泥沙俱下。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改决定近

日通过，明年5月1日施行。《条例》规定：从源

头上减少垃圾产生，送外卖不得主动提供一

次性筷子、叉子、勺子，快递企业应使用环保

包装材料；个人不按要求投放垃圾，经劝阻拒

不改正，还多次违法，将被处以罚款；生活垃

圾要分类收集、运输，严惩混装混运。(12月

10日中新社)

“外卖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筷子”，类似

规定在一些城市早已有之，此番北京对标跟

进丝毫不令人意外。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大势所趋，从商

超的“限塑令”，到酒店不再主动提供“六小

件”，直至最新针对外卖餐具的限定，这其中

的治理逻辑是一以贯之的。从源头进行干

预，以企业端口切入，从理论上说，这能产生

事半功倍的效果。减少生活垃圾、避免资源

浪费，这从来都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生

产、流通、消费等环节的全方位管控，一个都

不可或缺。

就舆论反馈来看，公众对“外卖不得主动

提供一次性筷子”的新规，普遍表示了认同。

毕竟，“环保”已然深入到很多现代人的灵魂

深处，并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然而也应该

注意到的是，在一片点赞之声中，同样有些

“细节拷问”不容回避。比如说，很多人就提

出，订外卖的很多都是上班族，让他们在办公

室常备筷子并不现实，且饭后的餐具清洗也

是个问题……换而言之，相当部分的外卖重

度用户，本质上乃是一次性筷子的“刚需人

群”，这一尴尬状况如何破？

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很多时候并不

是人们不够“环保”、不想“环保”，而是外界环

境对环保的生活方式不够“照顾”。近年来，

我们的职场流行外卖用餐，却没有对应的“支

持自带餐具”的企业文化和服务设施。若是

要上班族以牺牲“便利”“卫生”和“体面”来支

持“绿色环保”，结果自然可想而知——按照

新规，“外卖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筷子”，可若

是顾客想要一次性筷子，也就是在APP里多

勾个选项、多加个备注的事情。

家庭场景下，就算外卖没有“一次性筷

子”，也能很容易找到替代品；然而，在公司场

景下，则完全就是另一回事情。如何创造条

件让上班族更“坦然”地携带、使用和清洗、存

放自有餐具？或者，是否可以尝试在办公室

统一配置、统一使用、统一消毒的餐具解决方

案？无论如何，只有做好终端使用环节的衔

接工作，才可以真正让外卖用户摆脱对一次

性筷子的依赖！从外卖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筷

子，到消费者不想索要一次性筷子，这还需要

一个适应的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减少一次性筷子的使用，

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引导，同样重要。须知，让

公众支持绿色环保，最核心的驱动逻辑，就是

要提供相对方便且具“道德实现感”的生活方

式，而非简单的强人所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