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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不爱听专家建议”，提醒“懂王”自重
□然玉

近日，中航基金副总经理兼首席投资
官邓海清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一些年轻人
抱怨收入太低不敢消费。他认为，很少有年
轻人去反思，收入太低可能是因为自己的
专业素质、能力水平不够。“专家称年轻人
工资低可能是能力不够”，此言一出，一石
激起千层浪。

在社交平台上，一些专家总是与提建
议挂钩，其中一些言论遭到网友嘲讽，甚至
最近还出了一条“年轻人为什么不爱听专
家建议”的热搜。

作为学术精英、知识权威的专家群体，
近年来渐有信用流失、形象滑坡之势。仅仅
最近短短数日，就有“专家称年轻时不应为
钱去选择工作”“专家称年轻人工资低可能

是能力不够”等话题，招致全网热议甚至是
网友的强烈反弹。于是乎，所谓“建议专家
不要建议”一说，似乎越发从“玩梗”变为

“心声”了。类似状况频频上演，很多时候，
到底是网友们太膨胀，还是专家们真的那
么不靠谱，已然傻傻分不清楚。

“建议专家不要建议”“年轻人为什么
不爱听专家建议”，莫非专家们的建议，当
真如此不堪吗？自然不是！之所以有此反
感、排斥情绪，背后的成因，其实很复杂。首
先应该厘清的是，当我们谈及专家时，总是
默认将之视作“铁板一块”的整体，而忽略
了其内部不同个体间的深刻差异。就公共
表达而言，那些出格的、刺激性的“荒诞言
论”，总能被抓包、被放大，在舆论场内产生
轩然大波。与之相较，那些中规中矩的见
解，则往往归于沉寂。

并不是说，专家的建议总是不靠谱。而
是流量驱动的社交媒介生态，总能敏感地
筛选出“不靠谱的专家”“不靠谱的建议”。
久而久之，一连串引爆话题的专家个体，必
然拖累专家作为整体的口碑信誉。此外还
应该注意的是，时至今日，专家愈发成为一个
开放的概念，其专业性稀释，而彼此渗透、嵌
合互融加剧。特别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专家”
超越自己的业务领域跨界发声、指点江山，

“言多必失”的概率更是陡增。隔行如隔山，想
当人生导师、全知全能的懂王，就可能分分
钟被打脸。

专家一旦跨行、跨界发声，见识与普通
网友并无本质区别，只不过所享有的话语
权和影响力更大罢了。翻车事故不断，“建
议专家不要建议”的调侃，不啻为是对某些
不知自重的专家的一次当头棒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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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黑竞赛”屡禁不绝

家长趋之若鹜？

近期，有人借寒假之机违规举
办竞赛活动。比如，某微信群散布大
年初六线上举办“希望数学”竞赛的
消息。对此，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进
行了严肃查处。同时，教育部提醒广
大学生和家长：所有竞赛的结果均
不得作为中小学生招生入学依据，
也不得作为中高考加分项目。

尽管这几年教育部门对“减负”
三令五申，为治理竞赛热以及培训
乱象，还建立了“白名单”制度。但为
何“黑竞赛”屡禁不绝，家长趋之若
鹜？说到底，还是功利心在作怪。这
些“黑竞赛”组织者紧盯家长相信竞
赛名次可以提升升学竞争力这一功
利心，生生把“竞赛”办成“生意”。但
有些家长却抱着“宁可信其有”“试
试也无妨”的心态，一步步走入竞赛
培训的骗局中。中小学生家长摆正
心态，不再急功近利，自然就不会被

“黑竞赛”割了“韭菜”。据浙江日报

时至今日，专家愈发成为一个开放的概念，其专业性稀释，而彼此渗透、嵌合互融加剧。特别是随着
越来越多的“专家”超越自己的业务领域跨界发声、指点江山，“言多必失”的概率更是陡增。隔行如隔
山，想当人生导师、全知全能的懂王，就可能分分钟被打脸。

教师猥亵儿童被“终身禁业”

织密未成年人保护网

据媒体报道，姜某某在担任某培
训机构聘任的钢琴专业教师期间，对
多名女童实施猥亵。2023年1月，经上
海浦东新区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被
告人姜某某因犯猥亵儿童罪，获判有
期徒刑十年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
年。同时，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对
被告人宣告终身从业禁止。

从业禁止制度一经实施就迅速
落实，在各地案件判决中普遍适用，
既说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必要性
与迫切性，也显示出保护未成年人
的司法防护网越织越密。落实从业
禁止制度，不仅能有效防止有犯罪
前科者混进教职员工队伍，继续对
未成年人造成危害，也能对犯罪形
成震慑，强化教育工作者的职业道
德和守法底线。法网恢恢，疏而不
漏，随着从业禁止制度在实践中不
断完善，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
法律防线必将更加牢固。据光明网

日前，上海浦东新区检察院对
一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作出支持起
诉。据悉，此案申请人小叶（化名）在
恋爱关系中曾多次与男友发生肢体
冲突而受伤，本次情节尤为严重，并
迫于加害人的威胁而不敢起诉。

不是每个人都对暴力有清醒的
认识，比如将恋爱同居中的暴力和
婚姻家庭中的暴力区别开，或当成
一般纠纷，这是不正确的。我国实施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中对家暴的定义是：在家庭成员之
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
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
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即为家
庭暴力。附则第三十七条明确规定：
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
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

关注妇女权益、保护弱势妇女，
一直是检察机关的坚定立场，也是
在案件办理中切实践行的责任担
当。恋爱同居关系中的暴力，与婚内
暴力相似，隐蔽性高，公权力不易察
觉，也被纳入家庭暴力，均受法律约
束。可以说，这次浦东新区检察院的
介入极大地增强了当事人维权的信
心，赋予了她法律的力量。对待家
暴，各方要始终坚持“零容忍”，以此
赋予受侵害者底气，支持他们对违
法行为勇敢说“不”。 据正观黄河

恋爱同居中的暴力

也是家暴必须“零容忍”

新娘进门被扣一筐麦麸，如此“祝福”太粗暴
新娘进门时，忽然被人用竹篓扣头、

撒麦麸。近日，河南周口一段婚礼视频引
发热议。拍摄者称，这是当地的一种习俗，
这个竹篓叫喜斗，里面一般会装着彩纸和
麦麸，寓意多子多福。上前扣喜斗的都是
和新郎新娘关系很好的亲友，并没有恶
意。

对于这番解释，很多网友似乎并不买
账。有人对新娘本人的感受产生共情，认为
婚礼当天本来想美美的，结果“扣头”后，身
上全是碎屑，几个小时的妆发都被毁了；有
人指出扣喜斗的人动作力度过大，吐槽“都
跳起来扣了，以为是灌篮啊”；还有人关心
此举有没有经过提前商量，是否征得了新
娘的同意。

谁都不想在婚礼这一人生重大时刻
陷入狼狈不堪的境地。传承传统婚俗虽然
可以体现地方特色，赋予婚礼更多文化价
值，但这一过程应该是有所扬弃的，不能
被动地全盘接受。那些与现代文明观念格
格不入，甚至底层逻辑就传递着低俗、陈
腐价值观的陋习，不仅不会为婚礼“添
彩”，还可能给新人“添堵”，使其产生不被
尊重甚至被侮辱的负面感受，因此应当被

果断抛弃。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时候，“传统如此”

“图个吉利”“没有恶意”等理由，常常会成
为一些人践行陈规陋俗的挡箭牌。此前，江
西赣州一新娘独自在簸箕上端坐5小时的
新闻，引发热议后，知情者也解释：这是当
地的结婚习俗，既是为了等待良辰吉时，也
能“磨一磨新娘的性子”。现实中，一些新人
虽然会对此感到不满或不适，可是考虑到
婚礼整体氛围，很多人还是会尽量压制自
身情绪，维持现场的欢乐氛围。

然而，这些负面情绪本不必一味隐忍，
很多被过度调侃的“结婚之苦”也不必吃。
新人不是被动参与婚礼的“工具人”，自己
的婚礼应该呈现何种样貌，新人应当有更
多话语权。在各地推进移风易俗、倡导彼此
尊重的婚姻观念深入人心的当下，年轻一
代不妨发挥更大的自主性，主动选择继承
哪些婚俗，灵活地对婚礼仪式进行调整，勇
敢地对低俗陋习说“不”，推动传统婚俗向
更文明的方向演进。

其实，很多传统婚俗并非一成不变，只
要耐心沟通，用心调整，就不难在保留其基
本内涵的前提下，让婚俗向更体面、文明的

方向更新。
就拿“新娘进门时被扣麦麸”这一习

俗来说，其本质就是利用“麸糠”与“福
康”的谐音，表达希望新人一家福寿安
康、多子多福的祝愿。那么，比起进门扣
头的粗暴举动，能否用其他更加文雅的
方式进行替代呢？比如，在新娘进门时，
由亲友捧过一大把花生、芝麻或彩纸，会
更加暖心，取代“暴力扣头”也更能表达
对新人的尊重。

而且，对这种可能有所争议的特殊习
俗，提前与新人沟通，在取得对方充分理解
和明确同意后再执行，也是对另一半最基
本的尊重。这样做，既能提前给予对方决策
空间，使其有机会表达内心真实感受，也能
让其更有心理准备，避免产生猝不及防的
慌乱感。

一段良好的婚姻关系，应当是彼此珍
重、相互善待的。用心经营好这段关系，不
妨从开启这段关系的婚礼仪式入手，少一
些“鸡飞狗跳”式的陈规陋俗，多一些温馨、
真挚的情感表达。 据中青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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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卖玩具半月赚万元是财商教育的生动范本
近日，热搜榜上一则题为《四川自

贡 1 1 岁 女 孩 寒假摆 摊 卖 玩 具 半 月 赚
10000多元》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女孩
的父亲李先生介绍，孩子每天早上写完
作业开始摆摊，一天十多个小时，晚上
11点多才收摊。赚的钱孩子说要给爸爸
妈妈买点礼物，剩余钱存起来大学用。
自己见证了孩子这段时间的成长，感到
很欣慰。

看到这样的消息，网友们赞叹羡慕
不已。无独有偶，近日媒体报道的“山东
济南男子教10岁儿子理财，一年挣1570
元”，在多个平台上也成了热搜话题。孩
子“赚钱”之事何以总能引人注目？笔者
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孩子赚了多少
钱，而在于涉及公众高度关注的财商教
育。

财商是一种认识、创造和管理财富的
能力，是与智商、情商并列的现代社会能
力三大不可缺的素质。然而，在生活条件
相对优渥的当下，大多数孩子对花钱没啥
概念，一些“熊孩子”在平台打赏和玩网游
耗费大量钱财的事情屡有听闻。痛感于

此，公众日益感受到开展财商教育的迫切
性。

财商形成的最佳时间段是青少年阶
段，而培养财商，父母才是最好的老师。现
代社会的财商教育，并不是一味强调省钱
的“节俭教育”，关键在于树立正确的金钱
观、价值观与人生观。

为人父母者，基本上都会提醒和教
育孩子不要乱花钱，但这只是浅层次的
财商教育。而且，如果只会唠唠叨叨苦口
婆心说教，其效果并不理想，还有可能激
起孩子的逆反心理。换言之，找到切实可
行的抓手是实施财商教育的重中之重。
从这个意义上讲，前文所述的两起事件
无疑给了我们莫大的启迪。两者做法固
然有差异，但都是理财教育的有益尝试，
值得借鉴。

女孩寒假摆摊卖玩具半月赚万元，
是属于主动嗅到“商机”。据女孩父亲表
示，当地有个灯会，女儿看到人流量很
大，就让爸爸帮忙进货卖发光玩具，有人
帮忙进货，有人帮忙出收摊，赔了不用
管，赚了算自己的，对于一个11岁的孩子

而言，能发现机会并每天坚持十多个小
时，实在难能可贵。小女孩亲身感受到了
真实的商业气息，并且展现了一定的经
商天赋，对其日后的成长或许会产生难
以估量的影响。

相对而言，济南10岁男孩一年挣1570
元，背后是其父母主动“创造”条件进行的
财商教育。据报道，孩子的父亲为其制定
了一份理财计划，“拖地、扫地完成一次奖
励1元，每写完一篇作文奖励5元……”每
当收入满50元，并且交由父母保管一个月
以上，父母便会支付给儿子10%的存款利
息。日积月累，一年下来终于赚了1570元

“巨款”。
事实证明，上述理财都取得了不错的

教育效果——— 孩子表示自己这一年最大
的变化就是不乱花钱了，“看中价格高些
的商品会等打折时再买”。当然，这种“有
偿劳动”也容易滋生“见钱眼开”等负面问
题，实际操作中要注意引导。财商教育需
要从娃娃抓起，但如何开展需要因人因事
而异，不必依样画葫芦。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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