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游“变脸”呼唤培训“变革”

热点冷评

■ 贺 成

时事乱炖 电动车禁入电梯 功夫更在立法外
■ 木须虫

为了规范电动自行车管理，维护道路交

通秩序，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和火灾事

故，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广东省司法厅发

布了《广东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面向社

会公众征集意见，《条例》强调，禁止在住宅

内以及建筑物内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

梯间、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

以及为电动自行车或者蓄电池充电。禁止

携带电动自行车或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进

入公用电梯。（11月8日《南方都市报》）

禁止携带电动自行车或者电动自行车

电池进入公用电梯，是为防止电动自行车

电池突然爆燃产生的安全隐患，类似的事

故偶有发生，也因此类似的条款成为各地

有关电动车管理立法的标配。这样的条

款，一者可以“硬隔离”，防范隐患向灾害扩

大化；二者可以给实务的管理提供依据，更

好地维护公共场所以及居民小区的秩序，

其必要性无须置疑。

当然，立法规范是手段，不是目的，很

多问题并不会因为有了条款便产生立竿见

影的改变。电动自行车进电梯也是如此，

理性来说，居民其实并不愿意把电动自行

车或者电池带上楼来充电，因为本身并不

便利，某种程度来说是受迫的无奈。

所以，解决好禁止电动自行车进电梯

上楼层之类的安全管理问题，关键还是要

给规范的停放和充电需要以出路，也就是

说，无论是公共场所还是居民小区，相应的

服务配套要跟上，如设置专门的停放地点，

配套充电、防盗设施等，有了这些，解决“禁

而难止”才具备了可能。

此外，服务还涉及到成本的现实瓶

颈。电动自行车之所以应用广泛，使用成

本低是很大的原因。在实务中一些小区为

了实现电动车的规范停放与充电，相应引

入了一些针对性的物业服务，但由于停放

与充电都收费，一旦过高，超过了居民的预

期，反而沦为了虚设。

推而论之，安全管理命题通常都是经

济命题。更科学合理地分摊成本，才可能

提高整体安全的可靠性。像禁止电动自行

车进电梯上楼层，更多的功夫还在立法之

外，在推进服务配套上，不但要实行硬约

束，同时，也要注重合理分摊负担以及精细

调节支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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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那么一天
让你看到努力的意义

成功路上，逢山有路、遇水有桥，

谓之幸运。但谋事在人，而后成事在

天，真正的幸运，是努力而有所得，是

坚持而有所获。那些日积月累的努

力，都会慢慢转化为属于你的能力。

日子看似日复一日波澜不惊，但当你

离梦想越来越近，你会感谢今天坚持

和不放弃的自己。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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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招已至，互联网

大厂、企事业单位的招

聘工作纷纷开启。一时

间“笔试包过”“助考”的

宣传在各个平台上“冒

头”。而一波又一波心

怀侥幸试水的考生，其

实已经在违法的边缘疯狂试探。（11月 8

日中国新闻网）

当前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不少企事

业单位的笔试被挪到了线上，但监考人员

的不在场也为想要作弊的考生提供了可

乘之机。不少商家瞄准了这一“契机”，把

线上“助考”当成了一门生意。在某社交

平台上搜索“笔试包过”“考试助考”，可以

发现大量相关广告，声称可以为考生提供

助考服务。然而，在企业、事业单位招聘

考试中作弊、组织作弊属于违法，甚至可

能构成犯罪。

防止考场作弊，确保考试公平，是首先

必须坚守的制度底线。为此，近年来，考场

制度越来越严。同时，传播线上助考服务

信息的平台，也需承担相应的责任。通过

发布线上助考服从、“笔试包过”等信息，企

图非法获取参考人员财物，这样的行为可

能涉嫌诈骗犯罪；明知对方企图实施诈骗，

仍然为对方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发布

助考、“笔试包过”等信息，则信息发布者涉

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事实上，不管是考场作弊行为，还是线

上助考行为，从小处讲，破坏了正常的考试

秩序，损害了公平正义；从大处讲，挑战了

法律底线。然而，由于考试立法滞后，加之

监管缺位，导致线上线下替考事件频发。

因此，对于考试作弊乱象丛生，有关部门不

能止于对作弊者的查处，应进一步完善考

试制度，避免给不法之徒留下可乘之机。

否则，一旦民怨沸腾，公信力降至冰点，举

办各类考试还有什么意义可言？

换言之，治理线上助考乱象，亟须考试

立法上线。虽然立法要慎重、科学，但从现

实情况来看，出台专门的考试法是众望所

归，严打考试程序中的不法行为是民心所

向，更是拯救国家考试公信力的唯一途

径。因此，只有尽快出台考试法，对于包括

高考、职业资格考试、企事业单位线上招聘

考试等在内的法定国家考试的命题、考试、

录取等方面的诸多事项，予以全面细致的

规范，减少作弊等不公平事件的发生，我们

才能以有效武器，切实维护考试的严肃性

和广大考生的切身利益。

治理线上助考乱象，亟须考试立法上线
■ 汪昌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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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生活的幸福秘诀
其实就是做好自己

吃好每一顿饭、读好每一本书、认

真去爱身边值得爱的每一个人。我们

能做的，是珍惜自己拥有的幸福，努力

让当下的自己，活成最好的模样。日

子，不用多壮阔，平常、安稳就好；家不

用很大，温暖、温馨就好。我们虽平

凡，但也可以有光。 @新华社

每天清晨，拥有 80 多万粉丝的黄山

导游陈婷（线上昵称“黄山婷婷”）要开车

前往直播目的地。自去年5月以来，她转

型主播一年有余。后来，80 后的她开始

走出黄山，应邀前往福建武夷山、安徽亳

州、宁波象山等地，直播当地的旅游景点

和风土人情。（11月8日《中国青年报》）

在后疫情与互联网直播时代的叠加

背景下，大量专业导游开始转型主播，如

此“变脸”势所必然。只是，在线上传播

人文风光，“带货”助销地方特产，这既重

新定义了导游这一职业，也刷新了它的

技能要求，更亟待人才培训及时“变革”。

旅游主播不同于食物、衣服等方面

的主播，就拿带货来说，也不同于快消品

的带货，因为消费者买旅游产品，其实是

购买消费预期，受天气、交通、心情等因

素限制，需要导游主播熟悉平台规则，还

要有持续产品推荐能力。尤其是面对

“流量小、品牌传播不强、带货成绩不佳”

等痛点，培养一批靠得住、留得下、用得

上的旅游人才，更是显得至关重要。

在经历了疫情对旅游行业的重创、

旅游职业教育随之跌落至谷底之后，传

统导游向“互联网+现代导游”复合型人

才培养转变愈发被重视，当旅游业已呈

现回暖周期长的特点时，人才培养“因势

而变”得到了凸显。一些旅游职业院校

已经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重构教学模

式，更新办学理念、课程设计、教学方法，

比如增设了“智慧旅游技术应用”专业，

“酒店管理”专业更名为“酒店管理与数

字化运营”，“景区开发与管理”更名为

“智慧景区开发与管理”，等等。

以上变革，是一个好的开端。当

前，尽管全国范围导游专业人才培养还

存在一定痛点，但只要各地各方积极行

动起来，合理调整人才培养方案，确立

起成熟的旅游人才培养新模式并加大

实施力度，就能适应旅游产业岗位需求

的变化，为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