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红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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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校服，家长委员会要有话语权
□ 宋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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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中国累计出口自行车超10亿辆
日前，2019中国自行车产业大会召开。中

国自行车已累计出口超过 10 亿辆，进入全球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据统计，中国自行车年

产量从新中国成立时的不到2万辆提高到8000

多万辆。电动自行车是中国首创，且年产值超

过千亿元，创下又一个“世界第一”。中国自行

车社会保有量已近 4 亿辆，电动自行车近 3 亿

辆，均位居世界第一。 @新京报

微声音

安

徽

人

的

生

活

指

南

新闻热线
广告垂询
发行热线

总编办
采编中心
新闻传真

Email

零售价
全年定价

法律顾问

承印单位

62620110
62815807
62813115

62636366
62623752
62615582
admin@scxb.com.cn

1元/份
240元

安徽美林律师事务所
杨静 律师

安徽新华印刷
股份有限公司

星报传媒
全媒体矩阵

www.ahcaijing.com

掌中安徽
APP客户端

掌中安徽
微信二维码

星报官方微博

官方微信scxb123

《安徽画报》微信

放“老赖”出境的假文书能自动生成？
□ 黄齐超

时事乱炖

老吃外卖，乳腺癌风险高39%
西班牙卡洛斯三世大学一项研究显示，平

日不常烹饪、吃外卖多的女性，比喜欢自己煮

饭的人罹患乳腺癌的几率高 39%；患上侵袭性

乳腺癌的可能性增加 2.72 倍。专家据此提出

建议，希望人们不要因为生活节奏加快就过多

选择吃加工、快餐和即食食品。

@生命时报

近日，有知情人士向中国之声反

映称，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存在伪

造法律文件、违法解除“老赖”出境限

制的情况。而且，这名“老赖”还是欠

了 6000 多万元的巨额本息，申请执行

人有充分的理由担心这个“老赖”转移

资产、逃往海外。对此，丹阳市人民法

院回应称，举报人提供的文件有是有，

但并非法院的正式文书，而是办案过

程中填入相关信息后由系统自动生成

的。（11月25日 中国之声）

丹阳市人民法院电脑系统升级，

限制出境成为了解除限制出境，“老

赖”捡了个漏，打印出相关文件，然后

提交到了出入境管理部门。这样的解

释并非天衣无缝，而是非常牵强，比如

作为一个外人，“老赖”怎么熟悉法院

的电脑系统？再者，他还能在打印的

申请文书上盖上法院的公章？种种迹

象让人疑惑不解：这究竟是系统有

BUG，还是人心有“漏洞”？

丹阳市人民法院称，他们没有出具

假文书，一方面，那是系统造成的错误；

另一方面，“老赖”所持的申请解除出境

限制文书也没有发生法律效力。经查，

涉事“老赖”夫妇在这段时间确实没有

离境。可是，解除出境限制也未必一定

出境，所以，这无法作为“老赖”是否出

境受限的依据。解除出境限制的文书

是否发生效力，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然而，2019年11月8日，丹阳市人

民法院再次作出了限制吴某某夫妇出

境的执行决定书。笔者以为，法院此

举可做两种解读：或者是他们之前的

限制出境没有产生法律效力；或者是

“老赖”的申请解除出境限制产生了法

律效力。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涉事法

院都有无法辩驳的工作瑕疵。

放“老赖”出境的假文书居然能自

动生成；债权人请求鉴定相关文件的

正式制作日期，未被法院获准；“老赖”

婉拒媒体采访……还有诸多的未知细

节待解。迷雾重重下，我们期待着真

相尽早水落石出。

最近，高晓松的“晓书馆”开到江苏南京，

吸引不少文艺青年去打卡，一周内的预约都是

满的。虽然“晓书馆”的定位是公益图书馆，但

在不少读者心目中，大概它是和南京的先锋书

店一样，都属于网红文学场所。于是，一个讨论

吸引大家关注：网红书店，到底毁掉了多少人？

听起来很吓人，其实，这个灵魂之问是，你到底

是去拍照、打卡、遛娃、买文创、喝咖啡……还

是，去看书的？（11月25日《青海法制报》）

排队预约一星期，进店拍照半小时，然后

扭头走人，就是现在很多网红书店的常态。

说网红书店毁掉年轻人，也许有些夸张，但是

从传统书店的冷冷清清，到网红书店的人潮

涌动，难免给人以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

端的感觉。最关键的问题是，传统书店的冷

清，说明读书的人少，而网红书店的热闹，也

并不说明读书的人多，里外都和读书没有太

大关系，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阅读的悲哀、

文化的悲哀。

有人可能会为网红书店辩解，表示进店的

人多了，他们即便不买书，但是也会消费其他

产品或服务，这可以让书店更好地生存下去，

不至于会倒闭。这样的观点也许有一定的道

理，但是店内其他生意再好，经营者赚的钱再

多，又和图书、和阅读有什么关系呢？更何况

按照一些业内人士的说法，网红书店很难摆脱

“书店火了就被涨房租”的行业潜规则，很多网

红书店就是这样从爆红到突然“猝死”的。

网红书店始于颜值但不能止于颜值，过度

依靠文创产品、餐饮供给、营销策划的套路，只

追求成为一时的“网红”注定难逃过气的命运，

毕竟一个地方喜欢跟风打卡的人数量有限，而

只有真正喜欢读书的人，才会一而再、再而三

地走进书店。留住读者，不能光靠“颜值”和

“副业”，更要靠内涵。书籍和阅读，才是书店

的灵魂，如何吸引真正的读者、如何为真正的

读者服务，才是网红书店最需要考虑的事情。

舒 先 生 的 孩

子在江西南昌县

的豫章师院附属

学校读初一，九月

份刚开学时，学校

就收了 900 元的校

服费，现在又要求

家长再补交一笔钱，费用总计 2300

元。有家长表示，“小孩子需要穿这么

贵的校服吗？我们都是工薪阶层的家

长，哪里承受得了？”学校办公室工作

人员则表示：“如果像升旗、像搞班级

活动，别人都穿校服，那你的小孩子不

穿吗？”（11月25日看看新闻）

众口难调，本就是校服订购过程

中的普遍现象。作为校方而言，理当

考虑绝大多数家庭的承受能力，在经

济实用的基础上追求美观，让校服不

至于成为某些家庭的负担。毕竟，校

服存在的一个功能，就在于避免学生

们之间盲目攀比，如果价格太过昂贵，

也就违反了制订校服的初衷。

当然，便宜也未必就能让家长们

满意，质量太差也不行。既然是孩子

穿、家长埋单的商品，就应当交由家长

委员会来讨论，让其和学校共同选

择。遗憾的是，新闻中这所学校，家长

委员会对校服的品牌、价格、样式和面

料完全无法干涉，这就令人怀疑校方

在其中是否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了。事

实上，从校服中揩油的做法并不鲜见，

甚至还有强制毕业班学生在春季订购

第四套校服的新闻——没有了选择权，

滋生腐败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不该由自己全权做主的事情，就不

要大包大揽，这样既可以避嫌，也能体

现对家长们的尊重。家长委员会的一

个职能就是监督学校管理，为何总是在

出了违规补课、乱收费等负面新闻时，

需要背黑锅了就拿出家长委员会当挡

箭牌，此时却又将他们抛诸脑后呢？

说好的“家校携手，快乐同行”呢？

只要真心为家长们着想，变通的

办法有很多：不随意更换校服的品牌

和制式，让那些旧校服还能穿的孩子

可以不买新校服；可以只订购单件外

套，为经济困难的家庭省点钱……学

校不仅是管理者，也是服务者，对自身

的角色定位就体现在这些细节当中。

因此，校服的价格高低是个伪命题，不

尊重家长、权力缺乏制约监督才是根

源所在。

让人工智能“背锅”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