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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作为民生大事，关乎千家万户
的切实利益，尤其是青年就业问题，备受
政府和社会各界重视。在今年两会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就业”一词出现20
余次，报告要求，“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
策，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第十四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闭幕会后，国
务院总理李强出席记者会时表示，将全面
落实就业优先的战略，进一步加大相关
的政策支持力度，特别是就业服务、技能
培训等方面的政策力度会进一步加大。

如何为包括应届毕业生在内的广大
青年提供更加良好的就业环境，需要政策
引导、校企联手。尤其是在数字经济时
代，充分运用数字化服务工具、适应新时
期企业和求职者高效对接需求，正成为就
业市场的新气象。据报道，全国人大代
表，民进重庆市委会副主委、重庆大学教
授钟代笛也就此建议，支持青年大学生依
托自身所学专长和短视频平台特性，利用
好短视频直播平台资源，探索更加灵活、

多元化的就业模式，促进创业带动就业。
李强总理在答记者问时特别提到，

要支持和规范发展新的就业形态。近年
来，随着“短视频+”和“直播+”新业态的
快速发展，短视频平台作为新型数字经
济的代表，正与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深
入融合，催生出消费升级、产业创新、知
识学习、职业发展的新场景新模式，成为
我国数字经济建设的积极参与者。

近日发布的《短视频直播机构中新
青年群体就业情况调查报告》指出，年龄
段20到30岁、拥有大专（高职）及以上学
历的“新青年群体”，已成为短视频直播
机构员工的核心构成部分，过半数机构
聘用“新青年群体”超过50%。这项覆盖
全国20个省市、超1万就业者的调研显
示，除了才艺主播、电商主播外，文化非
遗、知识付费类主播也迅速崛起。

可以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通过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直播平台，
创作短视频、开启直播，借助快手等平台
流量、运营及现金的扶持，不断探索就业

新路径，成为在全新领域发挥才华的新
职人。此外，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正进入
更多经济领域，如三农建设、直播电商、
本地生活服务等，带动相关产业链发展，
也带来了大量就业机会，如新职业技术
培训师、新农人、新匠人、带货主播、直播
运营策划等等，为有志于借此创业就业
的青年提供广阔空间。

除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挖掘短
视频+直播带来的新经济发展空间，为
自己开创不一样的人生外，短视频平台
也正通过自身的平台资源和技术优势，
为传统招聘市场带来新的服务模式。快
手自 2021 年 1 月起推出直播招聘平台

“快聘”版块，让广大求职者在直播间与
企业直接对话，能够更明晰地了解企业
需求，更直观地了解工作环境、工作内容
等，进而更准确地选择自己适合的岗位。

今年开春以来，重庆、江苏、甘肃等
多地进一步探索政府、企业、平台三方联
动促就业的“直播带岗”协同服务模式。
近期，中国·重庆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联

合快手快聘举办春暖送岗线上直播招聘
活动，活动持续两天，共计5场直播。通
过对线上招聘场景的搭建、产品开发、运
营服务与资源支持的搭建，鼓励企业加
大对数字化人力资源服务的探索，推动
招聘线上化，也让广大招聘者可以更加便
利、高效实现线上求职，助力地区稳就业
促就业，与区域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
赵忠指出：短视频平台在带动就业方面
表现突出，短视频平台拓展了市场的规
模、广度和深度，降低信息匹配成本，增
加了整体的社会福利。未来，随着“短视
频+直播”数字经济深入更多行业领域，
将形成充满活力的经济增量，为青年做
大就业创业蛋糕。而在存量招聘市场
上，有望形成全国更大规模、涉及更多行
业领域的数字化招聘服务市场，提升匹
配效率，缓解应届生就业难，为青年快
速、精准找到心仪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
让更多青年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和
路径。 据上游新闻

近日，一篇关于苏州大学一名男生
（赵某）恶意P图侮辱女性的网帖，引发舆
论关注。3月19日凌晨，苏州大学通报
称，该校学生赵某违法行为属实，公安机
关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依照学校相关
规定给予该生开除学籍处分。

据媒体此前报道，今年3月17日，当
事女生发文称自己遭苏州大学2019级商
学院学生赵某造“黄谣”。女生表示，自己
跟赵某是高中同学兼曾经好友，他盗用
其发在朋友圈的图片P图发布在色情网
站上。女生报警后，警方介入调查。3月
9日，赵某因传播淫秽物品罪，被判拘留
10日，定于2023年暑假执行。如今苏州
大学“开除学籍”的一纸回应，更是让所有
关注此事的网友“大快人心”。

开篇一张图，故事全靠编。近年来，
这类“造黄谣”事件时有发生，都给当事女
性身心、名誉等诸多方面带来巨大伤害。
比如，被附近便利店老板编造“女业主出
轨快递小哥”故事的吴女士，因为谣言的
疯狂传播，被公司劝退，陷入抑郁状态，找
工作屡屡碰壁，陷入“社会性死亡”；中山

大学赵某晨事件中的受害女性，自曝患重
度抑郁，被焦虑和痛苦淹没，无法正常学
习生活；再到如今被造“黄谣”的当事女
生，她们无一不都经历了常人难以承受的
身心压力，工作学习和生活受到严重影
响，损失的名誉也并非一朝一夕能挽回，
想要维权还面临取证难、追责难等问题。

一方面，谣言给当事人造成了严重
的身心伤害，另一方面，造谣者付出的代
价却很小，违法成本低一直以来也是此
类事件屡禁不绝的原因所在。回到此次
造“黄谣”事件，警方首次立案到做出处
罚，便花了9个多月；女生自己维权找出
造谣者也花了六个月之久，这并非常人
能够坚持的。而更让人气愤的是，当事
女生和造谣者对质时，对方表现出的“不
以为意”。必须强调的是，这类造“黄谣”
行为，不仅可耻，还违法！“拘留10日”和

“开除学籍”当然是造谣者应当承受的违
法成本，但如何降低维权难度、提高违法
成本，反思不应该就此停步。

造谣的动动嘴，辟谣的跑断腿，该狠
狠治一治了。网络并非法外之地，造谣

者不能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自己可以躲
在屏幕背后为所欲为。提高违法成本，
倒逼造谣者自律，一方面，需要相关部门
严格执法，及时查清犯罪事实，依法予以
严惩，以达到警示和震慑效果；另一方面，
针对维权难、取证不易等问题，相关部门
也要提早介入，最大程度帮助受害者取
证维权，比如，可利用大数据等科技手段
追踪造谣者，让其龌龊行径无所遁形，暴
露在法治的阳光之下。与此同时，相关
平台还应该加强审核、建立机制，绝不能
为了流量对这类违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做造谣者沉默的帮凶。

女生被造“黄谣”，之所以引发关注，
不仅是因为造谣者的恶劣行为，公然挑战
了道德和法律的底线，还在于这一行为是
对所有女性安全感的破坏，既暴露出一种
对女性的不尊重，同时也让所有女性处于
被污名化的恐惧之中——每位女性都可
能遭遇这样的谣言攻击。如何避免类似
事件再次发生，或者是让伤害减小一些、
正义来得更早一些，值得全社会反思，为
所有女性筑牢这道叫做“安全感”的墙。

严惩诬告陷害行为、明确容错免责机
制、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实施细则……
近日，多地出台一系列政策规定，强调鼓
励干部干事创业，为干部免责撑腰。专
家对此分析，激励干部干事创业热情，需
进一步提升干部管理制度科学性和规范
化。（中国新闻网）

长期以来，不作为、不敢当的“躺平
式干部”备受群众诟病。兔年春晚小品

《坑》，就上演了一则关于躺平式干部的
“官场现形记”，引发公众热议。小品最
后“躺平式干部”郝主任被上级怒斥要躺
平就“回家躺去”，引得观众一片喝彩，也
从侧面反映出群众对“躺平式干部”的厌
恶之情。

在其位，却不谋其政。这类安于现
状、不思进取的“躺平式干部”，在工作上
庸庸碌碌，毫无作为，不仅影响干部群众

形象，还容易伤了群众的心，往大了说，
还会影响社会发展，危害可谓不小。

而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选择“躺
平”，在一定程度上是怕担责，存在“多做
多错、少做少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
错误心理。而要切实解决领导干部“躺
平”问题，激励其干事创业的活力与动力，
一方面需要严管，让领导干部躺不平，也
不敢躺平，倒逼其敢担当、积极作为；而另
一方面，对于一些想干事、干实事的领导
干部，则要为其“兜好底”“撑好腰”。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
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完善
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建立激励机制和容

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为那些敢于担当、
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
2022年，“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再次被
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

改革创新好比摸着石头过河，面对
新领域新问题，大量政策需要干部去发
挥，工作中难免会有瑕疵，领导干部容错
免责机制是让“干实事”者没有“后顾之
忧”，让他们能够大胆放手去干。在讲规
范守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激发领导干
部干事创业的激情与活力，让能干事想
干事者干成事。

落实容错免责机制，进一步提高干
部管理制度科学性和规范化，各地还需

要结合实际进行探索和落地。结合新领
域、新事物和新问题，明确容错纠错的适
用情形，并形成相应的制度和规范，哪些
情况可以容错免责、哪些情况容错减责、
从轻处理，而哪些行为要严查严办，可以
列出相应的正负面清单，让大家心中有
数，有章可循。如此一来，容错免责机制
才能落地生根，发挥应有的作用。

“躺平”不可取，“干好干坏也不能一
个样”，宽严相济，赏罚分明，才能让“躺
平式干部”站起来、让能干事想干事的人
干成事，持续营造团结奋斗、干事创业的
政治生态和良好环境，为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凝聚奋进的力量。

针对“大学生造‘黄
谣’被严厉处分”这个热
点话题，来看看网友们
怎么说？

网友一：按键伤人有
多可怕？一句不负责任
的谣言，可能带来永难磨
灭的巨大伤害。他人权
益不该成为造谣者阴暗
内心的代价，他人隐私也
不应成为牟利工具。

网友二：现实中，任
何轻忽都会造成纵容。
只有正视“黄谣”的危害，
社会秩序才会变得更加
公正理想。

网友三：网络暴力，
人神公愤，需要整个社会
投入到问题治理中，形成
合力，共同抵制。

网友四：网络不是法
外之地，编造谣言终将

“现出原形”，付出代价。

自苏州大
学赵某某、南华

大学何某某造黄
谣被学校开除后，

又有南通大学张某某
夜闯女寝被开除学籍，

近期几起引发强烈关注
的事件，均以较快的处理

和较严厉的惩罚，给了公众一个答案。
不过，也有一种比较突兀的声音，尤

其在南华大学何某某被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取消推免生录取资格后，有人认为学
校对此类行为处罚过重，培养一个优秀
的学生实在不易，如果因为造“黄谣”就
让多年努力付诸东流，实在可惜。

可惜吗？当然可惜。但凡苦读十几年

的人都知道，这一路不仅是个人的付出，还
有一个家庭背后的强力支撑，加之其在学
校表现优秀，自然让这种遗憾感多了几
分。可作为一个成年人，不能只在学业上
优秀，而在做人上违法。当他们将同学的
照片P成黄图并上传网络之际，当他们踏入
女生宿舍之时，就已经做出了选择：是他
们自己，将个人的学业、前途抛在了一边。

该罚吗？当然该罚。但凡代入受害
者身份，就无法忍受这样的侮辱。人在家
中坐，锅从天上来，明明没做伤害别人的
事，却被造黄谣泼脏水，遭受无妄之灾。
这当然需要依法惩罚来抚慰受害者的心
灵，也是法治社会的基本操作。更何况，
有些造谣者事后还没意识到自身问题，
甚至没一句诚恳的道歉，这如何能放任？

犯了错，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公
安机关的处罚有法可依，学校的处理有
规可据，就不存在惩罚过重的说法。

不过，另一个应该思考的问题是，再
严厉的惩罚也只是事后弥补，更该重视
的理应是事前干预：即如何不让更多年

轻人犯错，如何不让他们的青春在违法
的边缘徘徊。这不是要为犯罪者寻找庇
护，而是避免更多人被伤害。

看看这几天的类似新闻。“黄谣”之
外，还有某大学男生对女同学发表不当
言论并偷拍，也有“孙笑川吧”被指有大
量侮辱女性贴文，还有高校男生闯女厕
所事件。事实上，对异性的好奇与幻想，
也并不只表现在男性身上。浏览网络，
不乏女性群体“口嗨”的现象，甚至还有
一些极端女性粉丝捏造自己与男明星的
绯闻进行传播……一件件，一桩桩，让人
心生不安。这也侧面反映出，在极端违
法犯罪个案背后，存在对两性关系过度
关注、乃至走向极端的心理，如不及时干
预，则容易逾法越规。

别惊慌，性不是洪水猛兽，对异性的
关注不过是青春期的正常现象。夸张点
来说，人的一生，又何尝不是被荷尔蒙控
制的一生呢。尤其在青少年阶段，随着身
体发育，性意识萌动，自然而然容易将更
多视角投射到异性身上。在自我探索、自

我成长的路上，每个人就是这样一步一步
认识自己的身体、生理与心理的。但对于
性，也不应放纵，倘若成长过程中，对性由
好奇转向沉迷，也是“自我”的一种丧失。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如果人们
的欲望在真实生活中受到压抑，就会在
幻想中去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来
使自己得到满足”。所以不排除一些极
端行为的背后，是生理和心理没有及时
得到正确引导，而不惜以违法犯罪方式
求得代偿性满足。

因此，根治造“黄谣”，也应正视这一
问题存在的复杂社会、心理、教育因素。我
们既要揪出并惩罚违法犯罪的人，更要教
年轻人如何面对青春的冲动。不仅要正视
他们对异性的“特别关注”，也要深入剖析
他们一些不正常的行为、一些不合理的做
法。在此基础上，加强性教育，进行心理引
导，普及法律知识，才能尽可能减少类似违
法犯罪行为发生。我们都必须站在这样
的角度考量：每一条黄谣背后，都有一个
无辜的受害者，一个走上歧途的违法者。

统一的小桥流水、青砖白墙绿瓦、红灯笼；无论哪个
古镇都有卖丝绸的、卖钥匙扣的、卖手工首饰的；甚至连

“特色小吃”都变得千篇一律，臭豆腐、烤肠、甑糕……不
知何时起，古镇渐渐“长得”越来越像，古镇里的商铺和
特色小吃也越来越像，相似性渐渐地取代了每个古镇
的独特性，全国各地古镇的“查重率”甚至高达99%。

有网友调侃称：“古镇的商业化太严重了，基本上
只要是条路，两边都是商铺，本地人不多，大多都是外
来做生意的，就跟披着古镇外衣的小商品城一样。”与
过度商业化的古镇对应的，则是“千篇一律”的古镇景
观，甚至原住民在一些古镇里都是真空般地存在。

说到底，游客去古镇旅游，本质上和去迪士尼度假
区旅游没什么区别，都是在追求一种“沉浸式体验”，只
不过体验的内容不同罢了。去迪士尼度假区，“沉浸式
体验”的是童话世界，而去古镇，“沉浸式体验”的则是
当地历史人文特色，也就是古镇的“古”。只不过这个
特色，除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特色建筑”之外，还有看不
见摸不着的“文化”。

而一些过度商业化的古镇，让地方特色正在“褪
色”。古镇本应该是长期历史积淀形成的、具有地方民
俗特色的建筑，但是现在作为旅游项目的古镇，鲜有旧
时痕迹，而是根据现代化旅游和商业需求重新建的度
假村，商业化气息重。

游客在古镇里，想看到原住民的生活状态，想感受
的是古镇市井的鲜活，想尝试的是在地理环境和民俗
影响下的特色小吃，以及体会漫长的历史是如何塑造
当地文化的。可以说，古建筑、文化氛围、自然景观、本
地美食……都是古镇旅游的精髓。但如果古镇的文化
的展示只是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并非是为了文
化的保护和传承本身，文化也就成了旅游过程的符号，
也难怪古镇旅游在渐渐失去魅力。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旅游业发展得越来越成
熟，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此时人们的旅游追求，
早已上升到了追求精神文化层面的享受。原先旅游产
品少、需求大，现如今，信息获取更便利，游客的眼界也
更为开阔，不会轻易买账，“披着古镇外衣的小商品
城”，早已不满足游客的旅游需求。

要想改变这一现象，就需要开发者密切关注游客的
需求，开发独特的旅游产品、提供个性化的旅游服务，将
当地特色文化融入现代化的消费理念中。开发者不能
仅仅满足于造造建筑，需要在对当地历史文化进行完
整、详细梳理的基础上，充分理解地方特色，才能做好古
镇开发，同时也要在商业化和地方文化保护中做好平衡。

网
言
网
语

刺梨儿

别让万亩林场成为他人的信息茧房

古镇“查重率”越来越高，怎么破
□ 张同

近日，浙江温州，一段多人攀爬高耸垂直岩体并借
助绳索在岩顶附近忘情晃动的视频，引发关注和热议，
有网友认为这种不文明行为是“群魔乱舞”。

对此，当地景区管理者、相关部门要重视起来，调查
清楚事情真相，如果这些人涉嫌破坏岩体，对自然资源造
成破坏，要依法依规进行惩处；同时，要防范类似事件再
次发生，还要加强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力度。

但再多的赔偿也可能挽回不了对自然资源、文物古迹
造成的“不可逆损害”，所以，还要打好监管提前量，建立健
全多元防控体系，严防驴友“说走就走”的任性探险或游客
的不文明行为。景区管理等相关方面，要将监管前置，加
强人力、物力，定期巡查，严加防范，在可能发生危险的区
域要设立明显的标志牌等等；同时，还要加强宣传教育，
让广大驴友、游客树立正确的旅游和户外探险观念。

自然奇观绝不是
任性驴友的摆拍道具
□ 戴先任

拒绝“请假羞耻”
合理请假不会对不起任何人

近年来，造“黄谣”事件时有发生，给当事女性身心、名誉等诸多方面带来巨大伤害。造谣者伤人于
无形，而造黄谣者更甚。近期，有几起大学生造黄谣事件在网络上引发强烈关注，众多网友对此议论纷
纷。这些造谣者为自己的卑劣行为付出了代价，有人认为符合公众对正义的期盼，也有人质疑学校对
此类行为处罚过重。新渝报本期带您走进“大学生造黄谣被严厉处分”话题进行讨论。

为实干者“兜住底”，让能干事想干事的人干成事
□ 龙春晖

善用短视频直播平台 为青年打造新就业形态

大学生造“黄谣”被严厉处分 该不该？

造“黄谣”被开除学籍，如何让青春不在违法边缘徘徊
□ 黄静

“造谣的动动嘴，辟谣的跑断腿”该狠狠治一治了
□ 喻若妍

看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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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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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 磊

这几天，一段“宁夏万亩治沙林木被煤矿断水面临
枯死、林场主崩溃跪地求水”的视频刷爆网络。视频
中，男子面容黝黑，发丝凌乱，跪在干涸的土地上情绪
崩溃。据跪地男子介绍，2003年，他在宁夏灵武市马家
滩镇承包了万亩荒沙滩，植树治沙，但当地的双马煤矿破
坏了他这处林场的水源。据媒体报道，当地水务公司回
应：污水处理系达标，但是水的盐分过高不利于浇树。马
家滩镇政府表示，市、镇有关领导正在林场协调处理此事。

眼看着活生生的树苗快要干枯而死，的确令人心
急。但越急越要冷静理性对待，及时想出办法处理解决
问题，而不是撕裂舆论，发泄情绪，混淆视听。在网络信
息传播过程中，人们在信息领域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
趣和认知所引导，久而久之就将自身置于蚕茧一般的

“茧房”桎梏中，从而可能导致人们的认知、价值观和社
会交往受到偏颇或误导。目前，网络舆论众说纷纭，“缺
水”的舆论场急需要真相甘霖。这就要当地有关部门及
时介入调查，还原事件的来龙去脉，直面网络上的种种质
疑。而网友们要避免陷入信息茧房，则需要多元化地获取
信息，尝试接触不同领域、不同观点的人和事物，以拓宽自
己的视野和知识面，更为客观、辩证性地看待事物发展。

□ 张振楠

最近，不少年轻人感慨，一想到请假就会有很强的负罪
感，不仅要提前做好心理建设，还总怕被误读为消极怠工。

请假是客观需求，但透过网友吐槽也不难发现，心
理阻力客观存在。对不少“打工人”来说，本是正当权
益，却不得不小心翼翼琢磨措辞，担心领导多想，又顾
虑会不会给同事增添负担。这样的“请假羞耻”，已成
为不少人现实的心理压力，值得正视。事实上，合理请
假是每一位职场人的基本权利。当然，大胆请假说起
来容易，实现起来也颇具阻力。除了个人要处理好请
假与工作之间的关系，更需要社会整体环境、法律制度
保障、企业文化建设等各方各面的支撑。而随着网络
讨论愈发成为转变观念、凝聚共识的重要力量，相信越
来越多人会丢掉顾虑，更好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