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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你我都能活出属于自己的幸福

无论生活好与坏，时光依然不曾为谁停

留，越是沉浸于伤感中，越会蹉跎时日。我们

要做的，是学会从困境中领悟真谛，坚持成

长。人生起起伏伏，我们有时总会难免遇到

一些困难时期。但请相信，所有的困难都是

暂时的。虽说世事无常，可很多时候，我们

所能承受的，也远比自己想象中多。愿你我

都能在经历中学会坚强，珍惜所有，秉承自

律，保重健康，在无常世事中，活出属于自己

的幸福。 @新华社

非常道

合力防范毕业生求职“踩坑”
■ 叶金福

热点冷评 机智劝阻同学水库游泳也是一种“见义智为”
■ 王军荣

水质下降一级，河

南给山东 6000 万；水质

上升一级，山东给河南

6000万……去年4月，山

东、河南两毗邻省份的

一则“对赌协议”引发关

注。“对赌”刷新了很多

人的认知，并对这场“‘鲁’‘豫’有约”的结局

满怀期待。截至目前，山东兑现河南生态补

偿资金1.26亿元。（7月10日《澎湃新闻》）

这个对赌协议实际是2021年山东与河南

签订的《黄河流域(豫鲁段)横向生态保护补偿

协议》，他们在全国率先建立了省际横向生态

补偿机制。既然是对赌就有输赢，可是这次生

态对赌却成了例外：河南在黄河流域生态整治

方面投入了巨大的财力、人力、物力，按照协议

约定得到1.26亿元补偿是赢家；而山东掏了

1.26亿元，是输家但赢得了水质。不得不说的

是，就河南山东两省来说，黄河由河南流入山

东，河南不对黄河流域生态进行整治，山东在

黄河流域生态治理上下再大的功夫、投入再多

的钱都是治标不治本，而且还需要持续不断投

入。可以看出，黄河“对赌”，鲁豫双赢。

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

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河流尤其是较

大河流往往不是一地所有，需要协作推进，

任何一段保护不到位，都会影响整条河流。

可是河流生态整治是一项纯粹投入的工作，

有时还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对上游来说由

于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因而存

在对河流生态整治动力不足的问题。在生

态补偿机制中引入“对赌协议”，不仅解决了

上游地方政府动力不足的问题，也从一定程

度上减轻了资金的压力。下游虽然给了一

定补偿,但相对于污染后整治仍然不多，而

且还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从中也获得

生态收益。事实证明，“对赌”横向生态补偿

机制这种做法是可行的，是有效的。希望在

河流生态整治中全流域上下游地方政府之

间能复制推广“对赌”横向生态补偿的做法，

进而形成推动形成“上中下游齐治、干支流

共治、左右岸同治”的生态保护格局。

横向生态补偿，为河流整治树立了标杆
■ 李方向

一则视频在网上火了。在江西东乡，一

个小男孩的三位同学组团去水库游泳，男孩

在劝阻无果后，直接拨通了报警电话。“我怕

他们有危险，你快来救救他们吧！”（7月10

日《中国妇女报》）

暑假里，学生结伴游泳很常见，但我们

知道，游泳要去安全的地方，可一些学生尽

管早被老师和家长告诫，要注意安全，但仍

然我行我素，结伴去危险的地方野游。面对

自己的同学去水库游泳，你该怎么做？这对

于一个学生来说，无疑是面临着理智、良心、

友情的综合考验。所幸的是，这个学生经受

了考验，并且获得了满分。

孩子们去水库游泳，存在着极大的危

险。报道中的男孩不仅自己不去，而且还劝

阻同学也不要去，可同学不听劝，怎么办？

一种方式是自己离开，既然劝阻不了，就不

管了；另一种是自己跟着，但这种方式也不

安全，万一同学有危险，凭自己的力量也救

不过来；还有一种方式是告诉同学的父母，

这恐怕需要很多时间。最好的方式

就是报警，让警察去阻止，这样就可

以赢得时间，能够很好地教育同

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男孩的

报警是在救同学的命，也是让同学

接受生命教育和安全教育。可以

说，这也是一种“见义智为”。

当然，这么做可能会影响到同

学之间的友情，毕竟是“出卖”了同

学，可从生命安全的角度看，这才是

真正的友情。对此，无论是民警还

是学校的老师，都应该给予肯定和

表扬，同时，对这三个一意孤行的学

生进行批评教育，让他们意识到，男

孩的“报警”是在救自己，学会珍惜这样的友

情。有网友说，“大义灭亲式报警”的才是真

朋友！这的确是。我们也为这个孩子有很

强的安全意识而感到高兴。

每年暑假学生溺水身亡事件时有发

生。暑假防溺水，职能部门一直以来都苦口

婆心，无论是在宣传方面还是在清理危险点

方面，都尽心尽力，但最终的落脚点却是孩

子的安全意识。所幸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些

学生的安全意识已经很高了，他们不仅知道

自己该怎么做，而且还学会了如何去劝阻同

学不要涉险。愿这样的学生越来越多。

主管带教、轮岗实习、培养期内直升管

理岗……以培养公司未来领导者为目标的

管理培训生岗位，因为明晰的职业发展路

径，备受应届生青睐。然而，不少求职者发

现，一些“看上去很美”的招聘岗位，却让求

职者“踩坑”。（7月11日《工人日报》）

眼下，又到一年高校毕业生“求职

季”。近年来，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增

多，尤其是今年首次突破千万大关，严峻的

就业形势让很多毕业生希望自己能顺利求

职、入职。

在“求职难”“入职难”的双重背景下，

各种就业培训、就业招聘的广告便铺天盖

地，一些不法分子也盯上了就业培训、就

业招聘这块“大蛋糕”，设置层层套路，布

下多个陷阱，引诱高校毕业生“踩坑”，骗

取钱财。

据了解，眼下“求职陷阱”主要有以下三

种情况：一是“虚假宣传”。有的宣称“主管

带教”“实习岗转正”，甚至是“培养期内直升

管理岗”，致使很多涉世不深的高校毕业生

掉入不法分子事先设置好的“坑”里；二是

“套路贷”。由于一些刚刚毕业的学生口袋

中没有足额的资金，一些不法分子便诱骗毕

业生加入各种“培训贷”“助学贷”，让许多涉

世未深的大学生背负高额债务；三是“收费

跑路”。一些学生在这些网络平台报名后，

还没开始实习，甚至连公司在哪都不知道，

就被要求交纳各种费用，一旦交了费就再

也联系不上该公司了。上述种种“培训陷

阱”，不仅严重侵害了学生的合法权益，更

是涉嫌诈骗，触犯刑法。

要防范毕业生求职“踩坑”，还需“多

方发力”。首先，平台要“发力”。平台的

运营商要积极承担起严把关的主体责任，

严格审查广告发布者的主体资格，涉及招

聘、培训的必须实名登记。其次，监管要

“发力”。相关监管部门应加强监管，对违

法者加大行政处罚力度。其三，高校要

“发力”。高校在学生走出校门前，应积极

组织开展必要的法治宣传和教育，强化学

生的反诈意识。

当然，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学

生一旦遭遇求职“踩坑”，应积极大胆地向

行政主管部门投诉或向公安机关报案，以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急中生智 王恒／漫画

成年人的清醒：
一半是懂了，一半是算了

生活这道题，无论怎么解都会有遗憾。

很多时候，我们选择沉默，选择不说，不是因

为无所谓、不在乎，而是随着年龄增长渐渐

明白：如果凡事都要去争个高下，其实都是

在和自己过不去。成年人最大的清醒：一半

是懂了，一半是算了。

智慧成熟的人，会清醒地知道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世界，所以不会与人争辩。生活本来就

充满不易，我们没有必要为难自己。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