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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通讯

■社会论坛

驾校报名、健身办卡、出行旅游、数码装备更新换

代……随着2025年高考落幕，近段时间，各地迎来了

“后高考经济”的消费热潮，为技能培训、休闲娱乐、文

旅消费等多元消费场景注入活力。

“后高考经济”之所以如此火爆，供需两端都有原

因。从需求侧来看，苦读十余载的学子们，在认真学

习、紧张备考结束后，渴望一次酣畅淋漓的压力释放，

用一场旅行、一部新手机或一项新技能，写满对拼搏岁

月的回望和对崭新生活的憧憬。而家长们也满怀欣喜

为孩子庆祝毕业，觉得孩子寒窗苦读不容易，倾尽全力

满足各种需求，直言“这钱花得开心”。

而从供给侧来看，商场、景区、各类培训机构也抓

住契机，为高考考生量身打造专属福利。从学车减免

费用到电子产品的专属折扣，从凭准考证免费领礼品

到景区优惠，来自各行各业的“礼包”把情绪价值拉满，

也是对消费的进一步刺激。

随着消费不断升级，造就了更个性化、多样化的“后

高考”消费趋势。比起传统“电子产品三件套”，运动装

备等也备受青睐；美食消费则从“讲排场”转向“情感表

达”，小型聚餐和家庭式庆祝成为主流；文化深度游和户

外探险项目备受欢迎，非遗体验等也很火爆……高考后

消费市场的多元图景，充满潜力与可能。

不过，再热的消费也需保持理性。近期，有不少

考生和家长在社交平台上晒出“后高考账单”，旅游、

学驾照、更换电子产品、聚会等条目不等，累计花费均

在几万元甚至更高，引发关注和讨论。高考辛苦，犒

劳考生是常情，但这并不等于无节制消费。考生和家

长都应保持理性，培养正确的消费观，根据自身需求

和经济实力选择合适的产品和服务，避免盲目消费和

攀比。

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后高考经济”不仅是一种

经济现象，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承载着考生和

家长对未来的期待，也反映了社会对教育的重视。由

此而言，逐渐升温的“后高考经济”也需要护航。各个

相关部门要从市场监管、行业规范等角度发力，坚决杜

绝披着“后高考经济”外衣，借助考生噱头炒作等不健

康消费行为，要强化执法巡查，从严治理监管，切实保

障考后消费市场健康发展。 来源：人民日报

“后高考经济”升温释放内需活力
□ 思睿

近日，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通

报，经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

检测，65款移动应用存在违法违规收

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引发公众担忧。

根据通报，有的App没有征得用

户同意，就开始收集个人信息；有的

隐私政策难以访问；有的没有提供有

效的更正、删除个人信息及注销用户

账号功能……

类似情况并不鲜见。近年来，

App过度索取个人信息已经成为一大

顽疾。

不可否认，App 适度收集个人信

息，可以更精准地提供个性化服务、优

化使用体验，但绝不能超出相应的业

务范围，攫取用户隐私终将玩火自焚。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

法等法律法规，对个人信息收集、使用

等行为划出红线，有关部门依法依规

开展行动，部分App因侵害个人信息

权益而被查处。这些不良 App 面临

的，不仅是罚款、停业整顿等惩罚，更

是用户信任的崩塌。此前，某网络服

务平台因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被下

架，直接导致其日活用户断崖式下跌，

印证了市场规律：一旦失去隐私敬畏，

必将被市场所抛弃。

大数据时代，人人希望都能在信

息世界中保有知情、自主的权利，打开

App时不再有被窥视的担忧。只有正

视公众权益和公共利益诉求，才能真

正得到市场的尊重。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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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被网友称为“韦神”的北京大学数学科学

学院助理教授、研究员韦东奕，成了互联网的“新晋顶

流”。高考前夕，他开通了短视频账号，短短几天就涨

粉2000多万。评论区秒变“许愿池”，考生家长们纷纷

前来“沾喜气”。

然而，这位因数学天赋和朴素作风走红网络的青

年学者，却也因此遭遇了流量的“围猎”。

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冒出了“韦东奕严选”

“韦东奕本人”“韦神女友”等不少“碰瓷”账号，有的粉

丝量达十多万，还挂上了带货链接。这种“谁红蹭谁”

的流量“寄生虫”，不仅误导公众，还涉嫌侵权，干扰正

常的舆论环境和教学秩序。

近年来，尽管相关部门加大了打击力度，平台快

速封禁，但在利益驱使下，仍有仿冒账号不时冒头。

今天被困扰的是韦东奕，明天又会是谁被侵扰、被消

费呢？

必须坚决铲除仿冒名人账号的滋生土壤，坚决斩

断造假链条，让仿冒者起不了号、引不来流、变不了

现。

流量不该是“寄生虫”的养料，而应是正能量的

“放大器”。该终结这场“谁红蹭谁”的闹剧了！

来源：新华网

“谁红蹭谁”的闹剧该终结了！
□ 尹思源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

要处理方方面面的工作，必须统筹兼

顾、系统谋划、协同推进，这就是常说

的“既要又要”；可也有一些情形，是层

层加码造成的不必要负担。比如，层

层提要求，一个“要”变多个“要”；层层

“推”任务，要完成“这个”，又要完成

“那个”，还要完成“另一个”。

走形变样的“既要又要”，病灶之

一就是层层加码式转嫁，看似层层压

实责任，实则是层层“甩锅”。

其实，一项工作明确后，一级给一

级定任务、定步骤、定节点，通过层层

传导，让工作链条上的各环节各担其

责、各尽其职，是重要的工作方法。但

倘若层层负责在层层传导中异化为层

层加码，就需加以警惕。比如，上午才

发通知，下午就要情况说明；本该一年

完成的工作，强行压缩到两三个月之

内……要求层层递增、标准层层拔高、

时间层层提速，如果不顾地方实情，把

工作任务和压力“码”到基层身上，不

仅违背规律，而且难以奏效，甚至造成

敷衍了事、弄虚作假。

一些地方认为，提高标准、增加任

务，“加”出力度可以表态度，“加”出效果可以出政绩。试

想，如果过度地把责任往下压，基层负担加重、难以承受，

哪还有动力和精力扎扎实实干工作、搞发展？欲速则不

达，层层加码也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表现，有损群众

利益、贻误地方发展，必须下大力气整治。

纠治层层加码，不是不负责任、不要压力。实际上，

基层不怕有任务、压担子，就怕脱离实际。遵循规律、尊

重实际，“跳起来摸高”是积极推进工作；基于现实情况考

虑，临时应势调整，适当加大工作力度，也无可非议。每

一层级都应做好该做的事、负好该负的责。

要层层承压，不要层层卸责；要层层落实，不要层层

加码。党员干部带头把自己摆进去，既抓好本级，又带好

下级，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真正做到以身

作则、率先垂范，就能凝聚起干事创业、改革发展的合

力。 来源：四川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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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

日实施针对互联网电视自动续费服务的专

项规范管理措施。此次治理聚焦用户反映

较为集中的自动续费、扣费前无提醒、取消

流程复杂、投诉渠道不畅等痛点问题，通过

规范服务规则，全面优化互联网电视消费

体验，在巩固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工作的

基础上，构建更加公平、透明、便捷的互联

网电视服务生态。 王鹏 图

套娃收费

有媒体发现，一些博主营销“早教绘本”时，宣称

绘本拥有“开发左右脑”“提升逆商、情商、财商”等功

效，以诱导家长购买。

早教绘本为孩子构建了丰富多彩的学习世界，对

儿童的认知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早教绘本只是一

种亲子互动的媒介，盲目相信绘本的“神奇功效”，可

能适得其反。

避开早教绘本的营销陷阱，需要树立正确认知。

儿童阅读的本质，是通过亲子互动构建情感联结、培

养认知能力。科学研究表明，幼儿的大脑发育是渐进

的、个性化的过程，不存在“速成密码”。与其被“摸书

提升智商”的噱头牵着走，不如认真挑选一些画风精

良、故事生动的优质绘本，让孩子在亲子共读中感受

阅读的魅力。

治理早教绘本市场乱象，既需要相关部门加大监

管力度，也需要扶持优质内容的生产。于家长而言，

更重要的是用理性驱散焦虑的迷雾，耐心陪伴孩子成

长。 来源：中国教育报

早教绘本岂能过度营销
□ 胡欣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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