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证养家”的“坑”，谁来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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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多地公布高考

分数线，一些高校录取通

知书样式也再次“翻新”。

媒体报道，复旦大学录取

通知书首次以“复活”的开

化纸为载体，中山大学录取通知书礼盒里有

学校定点帮扶云南省凤庆县的普洱茶饼，哈

工大每位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学子都将得到一

份可以登上火星的“超级涂层”……各式各

样、蕴含深意的录取通知书引发人们的关注。

从求学者的角度看，录取通知书与大学毕

业证书一道，构成了大学生涯的起点与终点，它

不仅是新生入学的凭证，更是大学与学生的第

一次亲密接触。这张薄薄的纸释放出的精神气

质，往往能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正因如此，很

多大学都非常重视通知书的设计与制作。

与录取通知书的“上新”对应的是对学生

的“上心”。正如一些专家解读的那样，“复活”

的开化纸作为科技创新的成果，体现了复旦呼

唤新生在科技自立自强新征程中勇创辉煌的

期盼；“录取通知书内有普洱茶砖”，以中山大

学积极投身乡村振兴的故事，传导出“心系天

下苍生、为国担责担难”的价值取向；哈工大可

以登上火星的“超级涂层”，蕴含着上天入海、

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每一份别出心裁的

背后都是一种意味深长，每一份录取通知书的

“上新”都折射着大学对学生的“上心”。对学

生用心用情、寄予厚重期待，录取通知书传达

的不正是大学的那份重视与深情吗？

褒扬那些别具一格的录取通知书，并非

主张所有大学都争相在录取通知书上大费周

章、比拼精美、不计成本，相反，朴素淡雅未必

不能体现对学生的用心用情。真正打动学

生、家长和社会的，不是录取通知书多么精致

华美的本身，而是它传递出的价值取向、办学

思想、人文精神。

录取通知书是新生与大学的第一次亲密

接触，也是一个无声的课堂，这堂课除了展示

大学的历史文化、办学成就之外，也向新生传

递着大学的价值观。我们既要肯定诸多别具匠

心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背后的“用心”，也须倡导

节俭朴素，避免在奢华程度上进行攀比。诚然，

每一张用心设计制作的大学录取通知，都浓缩

了真挚的祝福与期许。至于那张通知书是什么

材质的，倒也无关紧要。 李思辉《光明日报》

大学录取通知书美在“上新”更在“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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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菜盲盒”如何趋利避害

心态变了，人生也会跟着改变

人生旅途难免会遇到坎坷和挫折。我们应该

明白，坎坷和挫折，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我们要有积极乐观的态度，坦然面对。人生的道

路是多彩的，面对不同的道路，一定会有不同的态

度。别把时间与精力，消耗在犹豫和焦虑中。凡

事不要想太多，先干起来，只要走在路上，距离目

的地只会越来越近。请相信，命运总会青睐那些

敢于放手一搏的勇者。人生如棋，决定走哪一步

了，就不要再纠结悔恨。 @新华社

5.9 元两个面包、12.9 元三份寿司

……商家将当天没有卖完的食物进行

随机搭配，以优惠价销售所谓的“剩菜

盲盒”。这种食品盲盒销售形式如今

悄然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兴起，

有“尝鲜”的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笔

记“炫耀”，甚至有网友表示，“要定闹

钟抢，手速慢了抢不到”。（7月4日《法

治日报》）

实际上，所谓“剩菜盲盒”中的“剩

菜”也就是现在正风靡的临期食品。

而处于保质期内的食品在储存得当的

情况下，一般来说都可以放心食用。

与临期食品折扣店的“出圈”逻辑相

似，“剩菜盲盒”能够获得越来越多人的欢迎，

与注重性价比、反对浪费的消费趋势不谋而

合。而于如今“万物皆可盲盒”的“盲盒热”之

下，“剩菜盲盒”迎合了消费者的好奇心理，更

能被年轻人接受。

但问题在于，“剩菜盲盒”让“性价比”变

得“模糊”，比如，如果盲盒内只是略超购买价

格，在消费者看来则有些“不大划算”。而购

买临期食品，本来就是为了价格的“超值”，而

这样“不大划算”的“剩菜盲盒”，显然有悖推

出临期食品的初衷。此外，每个人对于食物

的喜好不同，领取到称心如意的盲盒的可能

性十分随机。

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剩菜盲盒”对消

费者而言隐藏着一定的安全风险。比如

有人买到保质期到了最后一天的面包，

“虽然感觉不满意但无法投诉”。此外，盲

盒内的食品在包装过程中，也可能出现食

物混放、包装材料不规范带来的污染，存

在一定的食品安全隐患。

今年 6 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盲盒

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中规定：“食品、

化妆品，不具备保障质量安全和消费者权

益条件的，不应当以盲盒形式销售。”换言

之，“在能够保障质量安全和消费者权益、

遵守反食品浪费法等相关法律的前提下，

可以以盲盒形式销售食品。”显然，于商家，应

以诚信为重，确保性价比和食品质量。于消

费者，应保持理性，按需购买，避免造成不必

要的浪费。当然，有关方面应加强监管，让

“剩菜盲盒”真正给消费者带来实惠。

钱夙伟

“惊喜” 王恒／漫画

“考证养家”，这是近年来一些培

训机构在微视、抖音等平台频繁推送

的内容，让人趋之若鹜。考个证真的

就能养家，实现人生“躺赢”吗？近日，

记者通过调查发现，这大多不过是一

些培训机构利用副业或兼职为饵，诱

导考证群体掏培训费罢了。事实上，

学习数天或几个月拿到的证书，并没

有什么含金量。（7月4日《湖南日报》）

多年来，“考证热”总是“高烧”不

退。以往，随着就业形势日趋严峻，不

少大学生和职场年轻人热衷于考证，

“多一个证书就多一条出路”是这类

“考证族”的口头禅。如今，很多上有

老下有小的养家职工也“爱”上考证。

这一方面是因为，疫情导致的经济不

景气与失业现象，在一些行业不同程

度地存在。养家者只有及时“充电”

“镀金”，考一些证，在找工作时才会多

一些“砝码”。

另一方面，到了养家糊口阶段，很

多人在年龄危机之下，产生了本领危

机和恐慌。在这种背景下，“考证养

家”也有了强烈的需求。

然而，考个证或考多个证，真的就

能养家吗？其实，如今各类证书林林

总总，有的实在太滥，没多大价值，考

这样的证书，不仅难以觅得一块“职场

敲门砖”，反而浪费大量时间、精力和

金钱。针对职业资格考试过多过滥，

近年来，相关部门相继取消多项职业

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

宣传“考证养家”的另一说辞是，

考个证，“挂靠”就有钱。实际上，“挂

证”本来就涉嫌违法，需要承担行政责

任，严重的可能会面临注销证件等处

罚。如果发生事故，还要承担相应的

刑事责任。因此，“挂证”就有高收入，

是一个引诱考生掏培训费的噱头。

要知道，真正有实力、就业岗位抢手的

大企业，往往不承认某些证书，他们会

建立一套自己的考核标准，最终看重

的还是就业者的实际操作能力。所

以，面对“考证养家”的虚假宣传，我们

每个人都不要“病急乱投医”，相关平

台和监管部门也应针对“考证养家”等

虚假宣传予以治理，以防止不明就里

的人踩“坑”。 何勇海

活得通透的人，都有这样的特点

1.做事专注认真。有所取舍，不急躁不浮华，

认真踏实的努力更有力量。2.能控制自己的脾气。

脾气人人都有，发脾气是本能，而控制得住自己的

脾气才是本事。3.懂得向前看 。把专注力放在无

可复制的今天，就不会纠结于无法挽回的昨天。4.

珍惜真正的朋友 。始于志趣，合于性情，敬于人品，

久于岁月，这样的友谊，值得我们珍惜。5.接受自己

的不完美 。不求事事完美，但求超越自己，有正视

不足的底气，才有一往无前的勇气。 @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