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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舆情】

1.朋友圈又有人帮孩子拉票？这已经成“烧钱游戏”了

在微信朋友圈存在大量的投票链接，如“XX 之星评选”“最佳 XX”等，其

中一部分更是涉及未成年人的投票。为给孩子拉票，有的家庭发动所有关系网，

将投票链接页面转发到 N个群，以求点击。有的家庭则另辟捷径，通过刷票公司、

买票等操作让孩子的票数高高在上。调查发现，一些投票链接中，除了单纯的“投

票”，还自带“礼物”功能，不同的礼物均有与之对应的票数，任何人可以花钱

购买礼物送给相应的“候选人”，花的钱越多，购买的礼物越好，票数也就越多。

攀比之风也随之滋生，有的家长为买票甚至花上数千元。到最后，所谓的投票变

成了“烧钱游戏”。家长买票所花费的钱一般被网页开发者和举办方分掉。朋友

圈投票开始变成一门“生意”——有刷票公司专门承接“拉票”的活儿，不少微

信投票刷票 APP 也应运而生。

投票页面可送礼物买票数

9月 11 日，湖北人张弦往家人群里转发了一个儿童美术《人气之星》的投

票链接。这是一个儿童美术教育机构发起的投票，前 4名可分别获得平板电脑、

电热锅、儿童电话手表、酸奶机等礼品。40 余名小朋友持画作报名参加评选，

张弦的 9岁女儿也是其中之一。“拜托各位亲人投 XX 号 XXX 一票。”张弦在群

里发完言，又连续发了几个“拜托”的表情。

据张弦介绍，女儿画画不错，也是第一次参加类似投票评选，做父母的希望

孩子能有个好名次，也算是对孩子的鼓励。该投票持续 7天，每人每天都能投票，

但只限投同一名选手 1票。为给女儿拉票，张弦除了发动全家人，还在 10 多个

群里转了该投票链接。“那几天像打了鸡血一样。”张弦说，每天早上拿起手机

第一件事就是投票，还会提醒其他人“新的一天又可以投票了”。

在 60 多岁的徐伟看来，给侄孙女投票成了“举全家之力的大事”。家人们

每天投完票后会在群里报告“已投票”以及最新的票数，有人还会把其他群投票

的截图发到群里。已退休多年的徐伟平时常联系的群有 10 多个，包括同学群、

同事群、姐妹群、退休人员群等，这些群无一例外都成为徐伟为侄孙女拉票的“后

援团”。这几天，她在家人群里的发言离不开投票。“中午刚回，先不吃饭，投

票”“我的同学凌晨 4点醒来就记着投票，很感动”“这几天应接不暇，等投票

活动结束了才能轻松下来”“后面的追上来了，再想办法多发几个群”。为感谢

同学、朋友的帮忙，她还在各个群里发了多个红包，“金额不大，是个意思”。

在家人们积极性的驱使下，张弦女儿的票数一度进入前三。之后，票数与前

面几位，尤其是第一名的差距越来越大。投票进入到第 4天，有家人发现投票页

面有送礼物的功能，任何人只要花钱买礼物送给指定的人选，礼物根据价值不同

可以兑换为相应的票数。张弦说，花 3块钱送“棒棒糖”可以增加 15 票，另外

还有 10 元、50 元、100 元和 300 元的礼物，其中 100 元和 300 元可以买“超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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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车”和“豪华游轮”，对应的票数为 500 票和 1500 票。家人也开始送“棒棒

糖”以增加票数，但增幅远不及前几名。投票截止后，第一名超过 1.5 万票，第

二名为 6000 多票。点开第一名选手的投票页面，“礼物列表”下都是 100 元的

“超级跑车”和 300 元的“豪华游轮”。“家人已经尽力了。这完全是烧钱。”

张弦说。

第三方制作公司收取刷礼物费用

张弦遇到的这种“烧钱买票”功能，在许多投票中均有体现。在某公号 10

月 6 日开始的“寻找汝州好味道”投票页面中，在为候选美食店铺投票后，页面

还会提示“亲，再送我个钻石呗”。“送钻石”即花钱买钻，1元钱打赏 1钻，

1钻等于 3票，系统的充值金额为 1钻、5钻、10 钻、50 钻、100 钻和“自定义”。

花 100 元送 100 钻，相当于 300 票。一些幼儿园、中小学或教育培训机构所发起

涉及未成年人的评选投票中，也设置了买票功能。除上文所述的儿童美术《人气

之星》评选，近日，探员在一家舞蹈学校“炫舞之星”的投票链接中看到，第一

名票数为 8168 票，收到 44 份礼物，共 1515 点，一点相当于一元钱，按照礼物

288 点 1500 票、100 点 500 票、50 点 240 票、30 点 140 票、10 点 45 票、1点

19 票的价格来算，其票数中的 7934 票为送礼物所抵，也就是说，真实投票的只

有 200 多票。事实上，这些设置有刷礼物买票功能的投票页面大多由第三方公司

开发。

哈尔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人员向探员表示，制作投票页面完全免费，投票所

需要的奖品也由该公司提供，奖品包括平板电脑、儿童手表、电子琴、酸奶机等。

但刷礼物的费用归该公司所有。在该公司制作的投票页面中，设置有“送礼物”

功能。礼物包括棒棒糖、跑车、邮轮等，价格 1元到 100 元不等，可抵 1到 300

票。当花钱买礼物时，微信支付的扣款单位为该公司。探员在该公司为一家教育

机构制作的“明日之星”投票活动链接看到，截至 10 月 4 日，活动还有两天结

束，参赛人数 46 人，访问量 10946，累计投票量 9437。位居第二名的选手 1781

票，其中 726 票是刷礼物购买。礼物设置中，1元可以购买 3票，5元 15 票，10

元 30 票，30 元 90 票，50 元 150 票，100 元 300 票。在其奖品说明中写明，“所

有赠送礼物均为自愿行为，赠送成功后不接受任何理由要求退还。”

在该公司人员的表述中，他们主要承接幼儿园及教育培训机构等发起的投票

业务。一位教育机构在与该公司合作后却连称受骗。相关人员表示，该公司一开

始不要求票数，但活动开始后发现投票数上涨缓慢，又改口要求第一名最少四五

千票，总票数达到两万票才提供奖品。“这得不断催促别人转发点击，容易引起

反感，另外刷礼物也会严重影响我们机构的信誉。”该人员说，如果最终拿到奖

品的顾客发现奖品价值根本不值刷礼物的花费，会认为是我们机构利用投票来挣

钱。

刷票公司声称 8000 元保第一

除在投票页面刷礼物买票，不少人还会选择找线下的刷票团队刷票。在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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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各种投票的背后，已开始形成产业化，投票也变成了一门“生意”。深圳一家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就在自己的网页上宣传“专业投票、服务至上”。网页“公司

简介”写道，公司从 2006 年开始，一直致力于投票系统研究，采用真实独立 IP，

按活动网站的要求来正规投票。该公司拥有全国各地几万投票会员，技术强，可

以快速地使您的票数超过其它竞争对手。近几年接过很多的投票活动，客户满意

率 100%。

10 月 7 日，该公司负责人张经理表示，他们是采取人工投票，可以先刷到

理想名次，付 30%定金，等整个投票活动结束后，再付全款。如果没有达到效果，

全额退款。张经理说，如果只是幼儿园、小公司的投票活动，不必找他们公司，

因为该公司报价较高，不过也有人花 10 多万元进行刷票。如果是涉及政府或者

相关机构的投票活动，可以找他们包名次投票。张经理并不讳言还会主动打电话

联系一些参选人推介刷票业务。

北京市民李林去年参加一项人物评选活动，投票链接刚一出来，他就收到了

张经理所在公司发给他的信息，表示“这边是可以协助您投票的，包名次服务，

会员手工投票，第一名 8000 元，前三 6000 元，前五 4000 元，前十 2000 元保证

排名”。对此，张经理表示，公司有专门人员关注一些比较重要的投票活动，然

后找到一些选手的联系方式，发送短信开展业务。一般情况，这些刷票公司在获

得刷票业务后，会寻找投手即“职业投票手”，来完成刷票任务。

“直投 12 号，只收成功图，错图无米”，“17000 到票停，超票不收，一

票 0.15 米（元）”……在一个 400 多人的微信投票群里，类似的信息全天以每

小时 5至 20 条的频率刷屏。群里有投手也有发布任务的人。探员在 QQ 群中结识

一名投手高军，他表示，做投手每月可赚几千到上万不等，并告诉重案组 37 号

探员交 200 元即可入会，他可以拉探员进入专业投手群，并教授投票 APP 的使用

方法。高军表示，职业投手有微信号 15 至几百个不等。每当群里发布投票、点

赞、关注、下载注册等任务时，他们便利用多开软件，同时操控多个微信号进行

投票。做任务时按要求截图，并在任务结束后将截图私发给发布任务的人，就能

取得相应的报酬。

探员注意到，投票任务有直投票、关注票、地区票、手机验证投票等类别。

点击投票链接，跳转进投票页面后，可立即点击投票的为直投票。关注相应的微

信公众号才可以投票的属于关注票。地区票则对投手的微信 IP 地址有限制，在

某指定地区登录 IP 的微信号才可以进行投票。手机验证投票则要求输入手机号

码，有的链接还需填入输入手机号码后获得的验证码，方可投票。有的投票还要

求下载特定 APP，手机验证登录。

明码标价刷票 APP 的“生意”

在网上搜索刷票，会出现不少专门的微信投票刷票 APP。探员使用一个名为

“来钱道”的 APP。这个 APP 无法在手机应用搜索到，要扫描高军给的二维码才

能下载。进入 APP 首页时，必须输入他给的推荐码，且该页面只会显示一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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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道”首页最大的图标写着“开始赚”3个字，点击后进入任务页面，即可开始

做任务挣元宝。页面里，定价为 8个或 13 个元宝的任务几乎占满了屏幕，偶尔

能看到一两个 22 元宝和 14 元宝的任务。“开始赚”下面有“教程”图标，点击

后发现，其从设置微信、如何做任务、如何提现、如何赚提成 4步，介绍了“来

钱道”APP 的使用方法。

教程解释说，每个注册用户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推荐码。初次登录 APP

时填的推荐码属于谁，该用户就自动成为他的“下级”。通过与 APP 微信公众号

的绑定，105 元宝可提现人民币 1元。其中 5元宝作为提成，归提现人“上级”

所有。APP 首页来回浮动 2个通知，其中一个写着“推荐新用户，首次提现后奖

励推荐人 200 元宝！！！”

全职投手每月可挣七八千

在整个投票环节，花钱买票的人并不知道自己的钱最终落入谁的腰包。不过，

投手、页面制作者、活动主办方等各方都能从中获利。以投手为例，投票的简繁

程度不同，价格也不同。据高军介绍，一般直投和关注票的价格在一票 0.13-0.15

元左右，地区票因为有所限制，投票人群基数相对较小，一票价格在 0.25 元上

下浮动。需要手机号码注册的任务至少一票 0.5 元-0.8 元，需要下载 APP 的任

务 1.5 元一票起。

高军告诉探员，只有接活动单或者代放才能赚到钱，找到“票主”后可以与

其谈价格，再定投票手投票的价格，从中赚取差价。高军第一次自己找到“票主”

接任务，是入行一个星期之后。“一共做了 400 票 120 米，赚了 60 元”。高军

主要靠接任务赚钱。接任务这件事没有定数，因此，他一个月的工资并不稳定，

“正常都是几千块，四五千，七八千”。高军记得，最多的一次自己一个月赚了

将近 2万块钱，而这要归功于他接了一份十万多票的任务。据他透露，全职投手

有的一个月（能赚）七八千，正常的一个月兼职三五百。除了投手，一家制作投

票页面的公司表示，制作投票页面的费用 1000 元，投票者刷礼物的收入 1万元

以下归公司所有，刷礼物收入 1万元以上由该公司和幼儿园平分。而选手的票数，

可以在后台进行更改。

随意投票易泄露个人信息

据媒体报道，2016 年辽宁省公安厅刑侦局警官介绍，商家或不法分子常以

高额奖品为诱饵，凭空制造一些比赛进而从中牟利。

首先，针对投票人，要求投票必须先关注公众号或绑定手机，从而增加其公

众号影响力或获取投票人个人信息。其次，针对报名者，要求报名者必须填写真

实信息以便邮寄奖品，实质上是通过这种手段获取参赛者各类信息再进行贩卖。

由于骗子可以通过孩子的身份、照片或就读学校信息，制造孩子重病、被绑架等

骗局对父母实施精准诈骗，因此这类信息价格更贵。第三，针对刷票者，以可刷

票为由，鼓动参赛者投入，事实上刷票的资金早就超过了那些一等奖的价值。警

官表示，拉票本身不构成违法，对于网络上的刷票行为，我国法律也没有明确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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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但如果涉及奖项或者金钱利益，通过恶意刷票获取较高名次就有可能涉嫌诈

骗。因此,很多大赛主办方大都通过公众号或网址链接发布，即使有群众投诉，

警方也只能把公众号或网址链接封掉，而他们的真实身份和公司根本不会对外公

布，换个公众号和大赛名字还可以继续行骗。

事实上，早在今年年初，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规范校园评先选优网

络投票活动的通知》，通知提到，微信朋友圈等网络平台拉票投票活动在少数地

方和高校呈现泛滥趋势，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师生工作、学习精力，影响了学校正

常教育教学秩序，不利于良好校风学风的养成。通知要求深入研究校园评先选优

网络投票活动适用的内容和范围，坚持正确价值导向，坚持“非必要不举办”的

原则，按照相关活动是否具有法理依据、是否有利于学校事业发展、是否有利于

学生健康成长的标准。同时要研判评估网络投票对于校园评先选优的价值和影

响，坚持“不唯票、只唯实”。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宗春山认为，如今所谓的大众投

票已经变味，是否优秀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谁的人脉多。宗春山表示不鼓励对

孩子进行评比，微信投票本身就毫无意义，对孩子来说，对心理及其不健康。而

现在频现的刷礼物投票，完全商业化运作，没有任何公平可言。在这背后是成人

社会的功利、虚荣，而攀比、投机、作弊，成人社会不正当的手段会被孩子们学

到。就算得了第一的快乐也是短暂的，对以后的努力会持怀疑态度，对于孩子养

成特长、能力不仅没有任何帮助，反而会起负面作用。

http://news.ifeng.com/a/20171009/52494089_0.shtml （2017-10-09 来源：凤凰网资讯）

智库评论员“齐礼”评：

有人说，“失联”多年的同学突然找你，无外乎三件事：推销、结婚、帮娃

拉票。看似淳朴的“朋友圈拉票”活动背后，存在着一条不可告人的灰色利益链

条。“投票”已然产业化，成为一门生意，家长买票的钱成了网页开发者、举办

方和刷票者的利润，这门生意的驱动力是家长的虚荣心。这是成人世界的歪风邪

气对儿童世界的侵蚀，在这些公信力令人质疑的投票中，无论是胜出的孩子，还

是陪绑的孩子都是牺牲品。时下泛滥的“投票评选”本质就是“卖荣誉”的一场

毫无意义的利益交换，所谓的“荣誉称号”就是卖钱的游戏，没有丝毫真正的价

值，对孩子的成长而言，几乎没一点好处。

父母竭尽全力为孩子拉票，以让孩子拥有“得来全不费功夫”的荣誉头衔和

光环，这种“变味的拉票”在变相引导孩子弄虚作假，不仅背离了评比本身的初

衷，还会扭曲孩子的公平竞争观，而助长孩子虚荣心。这些刷人脉、刷金钱的评

选只会向孩子传达一种理念：你的表现不重要。既然决定名次的是场外因素，又

何须奋力提升个人能力？孩子的公平观念、规则意识需要家长来培养，可惜许多

家长的观念本身就是歪的。有人说，很多家长很难接受自己小孩的平庸，望子成

龙是人之常情。然而，费钱费力去拿自欺欺人的荣誉，毫无意义。针对孩子们的

http://news.ifeng.com/a/20171009/52494089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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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艺、技能的评选与投票，本是为了鼓励孩子上进，当然应该把真实性放在第一

位，如此才能起到正面引导孩子成长的作用。“真善美”品行素养要求中的第一

个字是“真”，丧失真实性的评选只会成为戕害社会与人心的毒药，成为心怀恶

意者不法牟利的工具。一次无意义的评选，评不出天才，也得不到未来，这种“虚

假胜利”没有意义，奉劝“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家长们“拉不得”。

2.婚庆新样态：不要彩礼

原标题：结婚不要彩礼 河北一新娘走红网络

李晓利的戒指是当兵的丈夫用弹壳做的，她觉得很珍贵。

据媒体报道，根据 2013 年的“彩礼地图”，河北省的平均彩礼为 1万元礼

金加“三金（金镯子、钻戒、钻石项链）”，花费大约为 3万元。4年后，河北

省的平均彩礼增长 2-5 倍。

最近，河北曲周县的新娘李晓利因为彩礼的事走红网络，她不要男方一分钱

彩礼，有网友称赞此事为彩礼乱象中的一股清流，亦有评论称，李晓利敢于挑战

世俗，打破传统的“枷锁”。

昨日，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李晓利称，当地彩礼动辄数十万、上百万。

新人结婚，常常会给男方父母带来沉重的负担。“我想从自己的婚礼上开始改变”。

除此之外，李晓利称婚礼一切从简。没有去酒店摆酒席，仅仅在家中做了大锅菜；

戒指，也是当兵的新郎贾志新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用弹壳做的。

李晓利称，一些同龄人得知此事后，纷纷打来电话，“没有结婚的几个朋友

都说，要像我学习，说我开了个好头，他们也要这么做。”

■ 对话

李晓利：对于彩礼风气，我觉得很“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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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新娘李晓利表示，一般观念认为，彩礼要得多，女儿就显得尊贵，但

她觉得丈夫家庭条件有限，彩礼会给男方家里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所以她决定

不要彩礼。李晓利坦言，最初她的母亲无法接受，但经过耐心沟通，最后接受。

“我妈觉得他为人踏实本分，心眼好。毕竟两个人要结婚，人品比彩礼重要。”

“我想从自己的婚礼开始改变”

新京报：你们两人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李晓利：去年 8月份，我们俩经人介绍认识。贾志新是一名军人，我在保险

公司上班。今年 10 月 5 日结的婚。

新京报：婚前有谈过彩礼吗？

李晓利：订婚的时候肯定要谈的。在农村，结婚攀比的风气盛行，彩礼动辄

20 万，加上车、房、首饰，新人结婚时，往往要花费上百万元。但是我们俩私

底下聊过，都觉得这个风气很不正常，有些“病态”。

新京报：“病态”是指什么？

李晓利：首先是成倍增加的彩礼钱。如今，我们当地女少男多，男方不容易

娶媳妇，有些父母直接跟媒婆发话说，“只要我们儿子能娶上媳妇，要多少彩礼

都行。”

女方家庭则认为，彩礼要得多，女儿就显得尊贵；要得少，女儿则“不值钱”。

在这种攀比心理的作用下，谁也不愿意少要。

女方敢要，男方也愿意给。这种情况下，结婚彩礼越来越高，我记得头几年

只需要 2万元，如今，这个数额翻了 10 倍。对于这种风气，我个人觉得很“病

态”。

新京报：所以后来决定一分钱都不要？

李晓利：对。我想从自己的婚礼开始改变。

新京报：你家人怎么看？

李晓利：刚开始我妈不同意。毕竟在农村 50 多年了，观念比较固化。她会

说，“别人家都要那么多，咱为什么要这么少？难道咱条件比别人差吗？”她也

会觉得男方家对我不重视，这么容易就把我娶回去了。

有这种想法我也能理解。前段时间在网上也看到过类似的观点，但我不这样

认为，我觉得越独立的女人才是越值钱的。我独立惯了，对物质也没有那么大的

欲望。

新京报：后来是如何让家人转变态度的？

李晓利：最主要的还是贾志新对我很好，而且对我的家人也很好。我妈觉得

他为人踏实本分，心眼好。毕竟两个人要结婚，人品比彩礼重要。所以她慢慢也

接受了。

“朋友打电话说要向我学习”

新京报：你们当地的彩礼是什么标准？

李晓利：现金方面，最少也得十多万，高的有 20 万、25 万的。此外，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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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都得买，即使在市里或者县城买了房子，农村老家的房子也要重新装修。这

些钱加起来上百万，都需要男方家来负担。

新京报：这种标准，普通人家能负担得起吗？

李晓利：普通家庭是拿不出那么多钱的。但为了让孩子结婚，只能借钱。我

见过有的家庭为了给儿子筹集彩礼，父母见人就借钱，这里借五千，那里借一万，

儿子结个婚，老两口欠下一堆债，好几年才能还清。农村有许多家庭都是这样的。

新京报：除了彩礼，酒席方面有讲究吗？

李晓利：一般都是去酒店饭店摆酒席。但我们那天就是在贾志新的老家吃的

大锅菜。

新京报：听说你们也没有买戒指？

李晓利：是的，贾志新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用弹壳给我做了一个戒指。现

在我每天都戴着这个戒指，我觉得它比钻戒更有价值，因为这是贾志新自己用心

做的。

李晓利的戒指是当兵的丈夫用弹壳做的，她觉得很珍贵。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亲戚朋友知道你的这个举动吗？

李晓利：有些人是到结婚的时候才知道我没有要彩礼。我同龄人都纷纷给我

打电话，结了婚的都是给我点赞，向我问好，没有结婚的几个朋友都说要像我学

习，说我开了个好头，她们也要这么做。

新京报：你觉得以后会不会有更多年轻人效仿你？

李晓利：可能年轻人对彩礼这件事都挺反感的，但是没办法，别人都这样做，

没人敢打破这个传统。想改变还是挺困难的，首先要说服双方家长，还要摒弃别

人异样的眼光。我也不知道自己这样的做法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 专家说法

专家称结婚要彩礼是陋习

民俗专家高巍认为，河北曲周县新娘“零彩礼结婚”一事，之所以能够走红

网络，是由于这对新人敢于挑战世俗的行为，难得一见。“这是我们社会文明进

步的表现，值得肯定和推广。”另外，此事引发关注，也体现了大家对“天价彩

礼”的反感，对“零彩礼结婚”的向往。

高巍介绍称，结婚要彩礼，本身就是一种陋习，但这种陋习在农村非常常见。

“有一些地方，要的彩礼钱必须按重量称；还有用 1.0001 万元现金，讨一个‘万

里挑一’的说法……”

这些陋习之所以长盛不衰，有多方面原因。一是，女方家认为，他们在女儿

成长过程中，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孩子一旦嫁出去，就成为了别人家的人，他们

在要彩礼时底气很足。另外，熟人之间互相攀比，通过高额彩礼向外界炫耀等因

素，也导致彩礼水涨船高。“因此，有些人听说‘零彩礼结婚’这件事情时，很

难相信和接受。”高巍称。

高巍告诉记者，“零彩礼结婚”虽然引起广泛关注，但是这种做法与传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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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差距较大，大家难以接受，因此，近些年无法得到推广普及。只有大家整体素

质达到一定高度时，男女双方注重情感，做到互相尊重、互相平等时，“天价彩

礼”这种情况才会减少或消失。

■ 链接

难担高额彩礼男子自杀身亡

据媒体报道，2014 年 12 月 3 日，安徽霍邱的兰兰和小雷订婚，双方家人多

次商讨后，最终确定小雷家给付兰兰家现金、首饰、苹果手机等共计十多万元。

2015 年 1 月 29 日女方“下期单”，双方确定两人结婚日期，小雷再次给兰

兰 2万元现金和烟酒等物品。

两天后的 1月 31 日，小雷在上海打工工地跳楼身亡。小雷死前曾告诉父母，

女方要求在结婚时再次给付彩礼钱，这样无休无止地要下去，他真的受不了。

彩礼过高新人婚礼当天分手

2017 年 2 月 27 日，湖北石首市横沟市镇的廖某和杨某，双方定于 2月 28

日举行婚礼。在商量彩礼时，女方杨某称等父母从家乡来参加婚礼时再定。

2月 27 日晚，杨某的父母提出的彩礼要求令廖家目瞪口呆：男方除了要支

付 10 万元彩礼外，还必须限期在石首城区购买一套新房，而且新房只能写女方

名字，如达不到条件不结婚。

2月 28 日凌晨，双方达成一致协议：新娘一方自愿返还和赔偿部分新郎一

家已付彩礼和为准备婚礼的花费，两人分手。

http://news.ifeng.com/a/20171012/52585290_0.shtml（2017—10—12 来源:凤凰网）

智库评论员“sunshine”评：

上述李晓利的行为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如今中国人的婚嫁大事，已出现不少“病态”倾向。比如，女方家长“狮子

大开口”地要彩礼；用离奇、甚至“奇葩”的方式闹新婚；婚宴铺张浪费、一掷

千金。李晓利能够力排众议地坚持节约，用“决绝”地方式抵制婚嫁陋习，这是

值得社会提倡的。但是，我们仍需考虑两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经济不富足的男

方家长愿意“倾家荡产”、甚至“债台高筑”地帮儿子娶媳妇呢？为什么中国的

女方家长对准女婿有那么多的经济要求呢？我们无法否认，有个别女方家长是抱

着这样的“畸形”想法：“女儿嫁到男方家，我们当然要多收点礼金”。但是，

我想大部分女方家长不是贪、而是怕。因为，他们作为“过来人”相当清楚爱情

和生活是迥异的，美妙的爱情终将会变成柴米油盐。当他们不清楚面前的小伙能

否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当他们不确定如今动人的诺言能否实现时，就只能用最靠

谱的物质为那不靠谱的爱情做个担保了。所以，彩礼也好、婚房婚车也罢，当然

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若我们因噎废食，一味排斥，显然是非理性的。但

是，诸如“儿子娶了媳妇；老娘折了老命”的“奢侈”婚嫁还是不要也罢。

我们之所以肯定李晓利，并不是要求所有人都去完全效颦李晓利，而是希望

http://news.ifeng.com/a/20171012/52585290_0.shtml（2017—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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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大众能够打破婚嫁陋习、建立正确的婚嫁观，开开心心地迎接一个新的家庭

的诞生。这不管对于家庭幸福还是社会稳定都是大有裨益的。

3.岂能将“过期与不过期食品”混杂售卖？

原标题：合家福超市出售过期蛋糕 和没过期产品混一起卖

近日，合肥市民陆先生致电本报新闻热线 962000，称他 9月 21 日和 22 日连

续两晚在家门口的合家福超市购买泡吧蛋糕，结果蛋糕竟是过期的。“上面生产

日期是 7月 11 日，保质期两个月，我和女友吃了之后闹肚子。”陆先生说，事

后他们去找超市，发现过期蛋糕还在销售。

据陆先生介绍，他住在当涂支路与皖江路交口附近。9月 21 日和 22 日晚，

他在家门口的合家福超市购物。“当时超市正在做店庆活动。”陆先生和女友购

买了纯牛奶、辣酱、泡吧蛋糕等商品。“两次去超市买东西，都是我和女友一起。”

陆先生说，几天后他吃了泡吧蛋糕，身体出现不适，主要是拉肚子。“第二

天才发现蛋糕是过期的，还剩下两个没吃。”陆先生说，他买的泡吧蛋糕保质期

为两个月，生产日期是 7月 11 日。“我买的时候，蛋糕已经过期十天了。”

9月 29 日，陆先生前往超市交涉此事。“我当天上午去合家福超市找他们，

在货架上发现还有过期的蛋糕在销售，生产日期也是 2017 年 7 月 11 日。”陆先

生说，他发现货架上既有 7月 11 日生产的泡吧蛋糕，也有 8月份生产的，“等

于是过期和没过期的混在一起卖。”

“他们超市有个女负责人，让泡吧售货员出面处理这件事，说是售货员的问

题，不关合家福的事。”无奈之下，陆先生只好前往辖区望湖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所投诉此事。

10 月 10 日下午 1点多，记者陪同陆先生前往合家福超市。对于陆先生的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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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超市沈主管表示很抱歉，并代表超市向陆先生道歉。“真的很不好意思，下

一步怎么解决，肯定会给您满意答复的。”沈主管称，当时销售蛋糕的是厂家推

销员，“她应该是没有一个一个检查，每次上货直接放上面，下面的也没有翻。”

沈主管承认超市存在失误，但在主观上是不可能卖过期食品的。

10 日下午，超市方工作人员沈主管、陆先生，以及泡吧蛋糕厂家人员，一

同前往望湖食药监管所。监管所工作人员介入调解此事并做了记录。望湖食药监

管所贾所长告诉记者，此事目前已作为消费投诉正在处理中。

http://ah.anhuinews.com/system/2017/10/12/007727720.shtml(2017—10—12 来源：中

安在线）

智库评论员“sunshine”评：

如今，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的“痛神经”，不时爆出的假冒食

品、过期食品、色素超标食品都让国人表示“怒其不争”。因此，才会有人不远

万里去国外购置奶粉、不惜高价去香港抢购生活用品等。上述“合家福”超市售

卖过期蛋糕，不管是超市主管还是售货员的问题，超市都应该向陆先生作出合法

赔偿。另外，超市也应当承担一定的道德责任。上世纪中叶，组织伦理学取得快

速发展。“组织”开始摆脱“先天的非道德性”，而成为独立的道德责任者。大

到种族屠杀、小到售卖过期食品，超市作为独立的组织都应该承担相应道德责任。

作为公众，我们能够给予的道德惩罚不仅是舆论的压力，更应该是实实在在的经

济赔偿。当法律压力、道德压力、与经济压力合力为一股“力”时，悬在组织头

上的“德摩克里斯之剑”才会最终形成。

4. 中学开手机销毁大会，砸手机就是为学生好吗?

原标题：河南一中学办“手机销毁大会”

近日，河南南阳华龙高级中学在操场举行了一场“手机销毁大会”，数十部

从学生处没收来的手机被用铁锤砸毁、投入水桶。该事件引发网友热议，有人认

为此举过于粗暴、极端。也有人表示，为了让学生专心读书，可以理解。学校方

面称，这样做是为了让学生好好学习。有律师表示，此举涉嫌损害私人财产，并

不可取。但可以采用代学生保管、放学后交还的方式来处理。

学校规定带手机一律销毁

10 月 11 日晚，北京青年报记者得到了一份名为《华龙高中部学生手机等 9

项管理措施》的文件。该文件称：“在教室、公寓发现学生有携带手机的，直接

放入有水的水桶内或收交后统一集中销毁；在校园发现学生有携带手机的，一律

没收，集中保管，放寒假时领取。但特别强调：性质严重的，当场砸碎或统一集

中销毁。发现有手机充电器的、私拉电源插座、吹风机等违规使用的用电设备一

律没收，统一集中销毁。老师在收的过程中坚持不交或者顶撞老师者，直接开除。”

http://ah.anhuinews.com/system/2017/10/12/007727720.shtml(2017—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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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该文件还提出严禁学生谈恋爱、购买外卖和取包裹等 9条规定。其中，

发现有谈恋爱的，性质严重的，直接开除。严禁学生以任何理由通过网络从校外

购买外卖及日用品。确实有需求的，必须有学生家长到政教处签订食品协议和安

全协议后方可购买。否则，外卖食品当场倒入垃圾桶。购买包裹的，通知家长到

学校领取，并对其批评教育。该文件落款为华龙高中部政教处，时间为今年 8

月 1日。

学生称学校有“教官”检查

该校多位学生向北青报记者证实曾见过这份文件。学生刘劲松（化名）称，

今年 9月开学时，学校要求家长和学生都要在该文件上签字，“没办法啊，不签

老师要找你麻烦”。另有同学王飞（化名）称，当时老师要求自己签字的时候，

家长并未在身边。手机被砸后，学校也没有告知他的父母。刘劲松介绍，该校设

置有“教官”一职，专门负责纪律巡查。刘劲松被砸的手机就是被教官在未告知

的情况下从抽屉里拿走的。当时教官给出两个选择，“手机拿来销毁，要不然你

就回家”。 刘劲松提供给北青报记者一张半年前他所拍的照片，“这是两个年

级收上来的手机，约有 100 部吧。听说后来也被学校‘集中处理了’。”

教育部门要求学校整改

据了解，南阳华龙高级中学是一所民办中学，下设初中部、小学部。有多位

同学告诉北青报记者，有老师在课上说：“学校还会继续砸下去。”10 月 12 日

上午，南阳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告诉北青报记者：“教育局已经责成宛城区政府、

区教育局负责处理此事。家长发现学校违法的话，也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宛

城区教育局一工作人员称，“目前，教育局已经给该校下发了整改通知，督促其

尽快处理。”北青报记者多次致电华龙高级中学，校方一工作人员称：“砸手机

是为了让学生好好学习。”对于北青报记者的进一步采访要求，对方以“听不清”

为由很快挂断电话，此后电话一直无法接通。

对话

被销毁手机学生：学校没有人情味儿

北青报：你的手机是怎样被发现的？

王飞（被销毁手机的学生）：有一天晚上 11 点多，宿舍已经熄灯了。我躲

在被子里看小说，被巡视的老师发现了。他问我在干吗，我说我在给家里打电话。

我真不想给他，但是没办法，手机还是被收走了。

北青报：你父母知道学校不让带手机去学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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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飞：他们应该知道，老师给家长发消息说过。我们半个月回家一次，带手

机方便与家里联系，我的手机也是爸妈花好多钱买的。我带不带去学校他们也不

知道。

北青报：你每天用手机多长时间，你觉得玩手机会影响学习吗？

王飞：我一天用五六个小时吧，一般晚上玩，有时课间和同学去厕所玩。不

影响学习，很多成绩好的人也带手机啊，但是习惯要改也很难的，我确实忍不住

想玩。

北青报：那你认为销毁手机能让你少玩吗？

王飞：对我作用不大吧，我后来又买了一个便宜点的，有的人不敢带了。有

一次，一个女生手机被没收了，当场就哭了。以前发现了只是罚款，50 块，100

块的。没收了放假再归还可以，现在直接用锤子砸烂，学校没有人情味儿。

北青报：你们有哪些应对学校检查的方法呢？

王飞：学校要求宿舍晚上不能关门，随时都可能有突击检查，凌晨 1点多都

有过。我们把屏幕调暗悄悄玩。有人专门负责听动静，有人来就咳嗽一声。被抓

了就赖着不交，扛不住就交一个手机模型或者从家里带来的旧手机。不过现在管

得更严了，会要求你当场开机，模型已经没用了。

http://epaper.ynet.com/html/2017-10/13/content_265805.htm?div=-1（2017-10-13 来

源：北京青年报）

智库评论员“齐礼”评：

事件被曝光后，学校负责人不仅毫无愧色，还坚持强调“一切都是为了学生

好”，引起了广泛争议。接二连三，有学校理直气壮地使用如此极端的手段对待

学生的手机，其原因不外乎两点：第一，他们觉得“这都是为了学生好”；第二，

家长对此表达了默许或同意。一切为了学生，一直是教育界奉为圭臬的箴言。学

校想让学生专心学习，不要沉迷手机，这种初衷当然不坏。然而，不论动机多么

良善，以“爱”为名滥用暴力，都是不正当的。说到底，手机终归是私人财产，

学校想阻止学生在学习时间玩手机，采用“暴力销毁”这种最极端的手段，显然

超出了合理范围，除了存在“损坏他人财物”的嫌疑，还需警醒的是，若为人师

表者都这么处理问题，怎么能奢望将来教出的学生都会理智而宽容呢？

教育的基本要求是引导和教化学生走上正道，而靠暴力销毁手机，并不能让

学生变得更加认真好学。这些“以爱之名”的做法空有良善的初衷，却无法真正

实现教育的目的。教育的本质不是让孩子们感到压力与不快乐，而是成就人的丰

富心灵。管理学生是为了给他们创造更好的教育环境，而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

http://epaper.ynet.com/html/2017-10/13/content_265805.htm?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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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难有好效果。以前没有电子产品的时候，学生们倒不会玩手机，但也会偷偷

看小说、传纸条，甚至只是看着窗外的鸟发呆、走神，这同样会影响上课的质量。

问题的关键从来不在手机身上，而在于教育者必须想办法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自律精神，引导学生平衡好学习和休闲之间的关系。

【他山之石】

The Politics of Ethics in Human Services: Duelling Discourses (公共服务中

的政治伦理：对决话语)

Abstract
How ethics in human services is a political activity, shaping social

relationships, is explored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of two opposing discourses,
a principle-based and a situated/relational narrative. Factors such as
neo-liberalism, managerialism, and the risk-aversive society give a context for
the reasons that the principle-based discourse has been the predominant
influence, and what interests are served by this trope taking center stage. A
delineation and critique of both perspectives will be provided, including an
explanation of the epistemological underpinnings of these discourses. The
piece ends with what needs to be done to strengthen ethics.
Keywords: Politics, ethics, epistemology, discourse, human services
来源：http://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0508422.2017.1389280

Ethics & Behavior 11 Oct 2017, Volume 27, Issue 7

Author: Priscila Rubbo, Caroline Lievore Helmann, Celso Biynkievycz Dos Santos, Luiz

Alberto Pilatti

【新论新著】

从道德到美德

http://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0508422.2017.1389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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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伦理学的复兴是近年来道德哲学收获的最丰硕的成果。迈克尔•斯洛特

作为该领域的前沿学者，在本书中提出，美德因其直觉和结构特性，而明显优于

康德主义、功利主义和常识道德。斯洛特对美德伦理学的阐发，有助于我们发掘

美德的相对优势，克服功利主义、康德主义在自我关切和对他人的关切之间的不

平衡。美德伦理学领域的奠基之作,阐释何为美德，以及它为何值得追寻。由迈

克尔•斯洛特等数位道德哲学家引领的美德伦理学思潮已经成为现代伦理研究的

一条必经之路，它相对于康德主义、功利主义和常识道德的优势已经得到学界的

广泛认可。

抄送：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明办、江苏省社科规划办、江苏省各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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