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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拿“高温杀手”不当回事
近日，在西安、武汉、青岛等地出现多例热射病病例。作为

夏季健康的“头号杀手”，热射病致死亡率较高，必须加以防范。

高温天气持续，生产生活仍要继续。各地各部门应做好预

报预警、用电管理、环境改善等各项工作，为广大群众送上清

凉。作为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每个人都应该做好自我防护，确保

自身安全。相关情况提示我们，防暑降温既要提高主动意识，也

要增强防护知识。从饮食调节到运动贴士，从通勤出行到必备

药品，更好掌握防暑降温技能，才能平稳度夏、清凉度夏。

一把“遮阳伞”，需要各方共同撑起。近段时间，多地发布高

温天气劳动者权益保障的通知。政策好更要执行好。有关部门

应加强监督检查，畅通投诉渠道，确保将关怀送到劳动者心坎

上，同时严肃惩处违规行为。用人单位肩负防暑降温主体责任，

必须确保工作时间符合规定、津贴待遇及时发放、工作环境得以

改善，有效防范职业性中暑事件发生。“自选动作”多多益善。有

的地方建立弹性工作制度，明确因天气原因迟到缺勤不计入考

核；有的村庄更新智能喷灌设备，以科技力量护作物、省人力；有

的单位主动开展职业健康监护，将风险消除于未萌……相关措

施彰显了安全发展的理念与以人为本的原则。这就要求相关地

方与单位在防暑降温工作中守“底线”更冲“高线”。一方面，把

工作做到细处，让防暑措施更多样，让工作环境更舒适；一方面，

把问题想在前面，及时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津贴发放等新问

题。 （来源：人民网）

热点聚焦聚焦

媒体观点观点

我称不上是一个作家，但也喜欢时不时码点字。生活中的

点点滴滴、新闻里的大小事件，时不时让人有言说的冲动。所

以，有关东莞新大众文艺的崛起、素人写作的勃兴，让人大有黄

莺出谷之感。

近日，东莞市文联组织东莞素人写作代表赴广州花城文学

院举办“新大众文艺丛书”签约仪式暨文化创作交流活动。花城

出版社将为签约作者的文学创作进行全链条培育，提升东莞素

人写作者的创作水平。

扶持与培训当然是必要的，它是引导、是提升，是激励素人

写作直接有效的路径。但这一大批素人写作者的故事，本身就

足以成为文学创作上佳的题材和主角。

他们中有清洁工阿姨、有卖童装的摊主、有烧烤店服务员、

有石材公司销售、有燃气公司员工等等。还有另一批人，隐身在

某个寻常巷陌中，孜孜不倦地撰写村史、族史、家史，共同汇成了

新大众文艺的浩瀚大军。

“心有所思，情有所感，而后有所撰作。”这正是这些素人写

作者的真实写照。比如楼盘清洁工王瑛，散文《清洁女工笔记》

即将出版。她说生活艰辛，写作是一种陪伴，能让自己生活更丰

富。童装店摊主温雄珍写诗，她说诗歌对她来说是一种精神支

撑，诗歌让她从生活中抽离出来，排解了情绪、喘息了负累。

这些话透着不事雕琢的生活质感，朴素至极，唯其朴素，更

显动人。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呢？人到中年，谁不是上有老

下有小呢？但王瑛温雄珍们用写作使自己找到了活力的源泉、

前行的勇气，平静了内心、温暖了他人。

“写自己熟悉的”“一定要有生活你才能写出人们喜欢的作

品”。这是素人写作者们自己的一点感悟，并不是什么文学殿堂传

授的高头讲章。广东知名作家魏微最近在一次采访中说，当代文学

有很多写作是一种职业化写作，它没有真诚的东西，而是去硬编一

个故事，读者很快就忘了。我想魏微并没有贬低职业写作的意思，

她只是指出了一个“编故事”的通病。也许这正是职业写作和素人

写作的核心区别。技巧上、语言上，素人写作也许是稚嫩的，但是在

质感上、与生活的黏合度上，许多素人写作可圈可点。

莫言在北京大学演讲，讲到文学的无用之用。他说几千年前

先民们在陶器上刻上各种符号，没有这些符号，丝毫不影响其使

用价值，刻上这些符号就成了美。生活中如果只有物质，没有美、

没有情感、没有人的情感的微妙变化，生活就会变得很粗糙。我

想素人写作者之所以在劳作之余勤奋读书、写作，正是因为审美

让他们的内心与生活更丰盈、更温润，同时也更精致、更深邃。

前段时间一个满脸沧桑的工地大叔来到陈行甲新书签售现

场，有点局促不安。陈行甲和书店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一次温馨的互

动，视频刷屏网络。但是我想说，倘若一个工地大叔到书店买书、

看书乃至写作，不再成为新闻，而是一件稀松平常、理所当然的事，

那无疑是一个更为理想的社会状态。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人

们自然会有更多的精神文化需求，构建更为饱满的精神世界，也会

有更多主动创造的冲动，蔚然成风的素人写作正是这种冲动的表

现之一。当然这种主动创造的冲动并不局限于文学创作，它体现

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上演了一幅新时代全民创造的火热场景。

在广东乃至在全国各地，还有千千万万个王瑛、温雄珍，他

们打工、读书、写作。这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日常。“中国式现代化

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浸润，正是“人的现

代化”丰满的注脚。

（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林如敏）

素人写作，让工地大叔不再成为被刷屏的“读书”主角

民生热议热议

招服务员“本科以下勿扰”
真需求还是博眼球？

本期话题：近日，费大厨辣椒炒肉深

圳一门店招聘服务员，月薪五千元到六千

元，要求“本科学历以下勿扰”，受到网友

广泛关注。

媒体谈

舜网：企业为何热衷于玩这种“学

历游戏”？一方面，高校扩招导致毕业

生数量激增，企业有了“挑挑拣拣”的

底气；另一方面，部分企业存在“学历

崇拜”，认为高学历等于高素质，却忽

略了岗位的核心需求。就像费大厨的

服务员岗位，端盘子、擦桌子需要的是

服务意识、应变能力与体力，这些能力

真能通过学历来衡量吗?有人力资源

专家就指出：企业真正该建立的，是科

学的胜任力模型，而非简单粗暴的学

历门槛。

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学历歧视”可能

形成恶性循环。当企业纷纷效仿设置不

合理门槛，求职者被迫追求更高学历，即

便这些高学历与岗位实际需求并不匹

配。这种现象不仅加重家庭的教育负担，

更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在“学历通

胀”的推波助澜下，越来越多毕业生被迫

“高配低就”，最终损害的还是就业市场的

健康生态。

网友说

*青：餐厅里最需要的，或许不是一个

“高学历学霸”，而是一个热情开朗、手脚

麻利的服务员。

网*：企业当然愿意招聘到更有素质、

更专业的服务人员，从而提升整体服务质

量，高学历的员工本身就可以提升餐厅的

品牌形象。

中***：企业需重新审视用人标准，求

职者应坚守能力自信，而社会各界更应合

力打破“学历歧视”的枷锁，让每个岗位都

能找到真正适配的人才。

谁给伪专家开了“绿灯”？

新华网：有的打着“健康科普”幌子的“网红医生”，根

本没有专业背景，他们兜售“视力恢复训练”等伪科学内

容，已被医学界辟谣，却仍以此误导公众；某些“金融大V”

精心打造“投资天才”等虚假人设，推销课程、诱导投资，甚

至直接实施诈骗……种种乱象表明，伪专家的影响已不仅

是信息污染，甚至产生了实质性的社会危害。

伪专家的生存逻辑，本质上是流量时代的“人设经

济学”——一个闪亮头衔胜过长篇干货，几句惊悚标题

能换海量点击。这背后已形成一条灰色产业链，“虚假

人设”正成为收割流量的“新镰刀”。目前，中央网信办

已将整治“伪专业”信息纳入 2025 年“清朗”系列专项行

动，相信会有更多的违规账号被下架、封禁。但治理绝

非一日之功，我们不禁要问：是谁给伪专家开了放行的

“绿灯”？只有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才能真正打掉伪专

家的生存空间。

“望闻问切”看治理伪专家乱象

南方日报：《古今医统》有云：“望闻问切四字，诚为医

之纲领。”给医疗科普“把脉开方”、去伪存真，“望闻问切”

这四个字，也有别样的启示。

所谓“望”，就是观其形色。不少“网红医生”披上白大

褂就开始侃侃而谈，连平台上的资质认证都可能是“借壳上

岗”，着实不好甄别。但无论伪装得多好，“伪科普”的尽头

往往是“上链接”。仅此一条，看它有没有“夹带私货”，大概

就能有一个判断。所谓“闻”，就是听其声息。一些“网红医

生”疯狂跨科，类似视频刷多了，人们也不难察觉到背后的

猫腻。说到“问”，不只是用户自己的事。面对鱼龙混杂的

“网红医生”，得多问问自己：仅靠一条视频就被“确诊”，是

不是有点武断？至于“切”，就是要积极行动、当断则断。“网

红医生”背后往往有专业团队运营，对触碰法律红线的机

构，必须严厉打击，切断其利益链条；平台理应把好入口关，

用好流量杠杆，从源头上压缩低质内容生存空间。

从共治走向共享的清朗之路

济南日报：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网络已成为人们获取

专业建议的重要渠道。然而，一些“李鬼”却借此机会，扮

起了“李逵”，以“伪专业”信息充斥网络，误导公众。“假高

管”“假专家”等虚假人设屡见不鲜，从医疗到金融，从农业

到教育，各个领域都深受其扰。

根治这些乱象，需突破“被动回应”的窠臼，走向“主动

预防”与协同治理。这既需要平台以技术治理的锐利之剑

斩断谣言传播链，也需要专业机构主动破除信息迷雾、抢

占舆论高地，更依赖执法部门完善监管体系、强化法律威

慑。信任是知识传播的基石，更是社会高效协作的润滑

剂。当专业话语被流量劫持，当知识传播沦为“人设表

演”，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信息质量，更是社会协作的信任根

基。当每一个主体都坚守职责边界，当虚假人设再也无法

在阳光下立足，网络信息的清朗天空才能由共治走向共

享，最终照亮每个网民寻求真知的希望之路。

观点加点料加点料

新闻事件：社交平台上，“博士学姐”“金融大V”“医美专家”屡见不鲜……近日媒体调查揭露，不少所谓“专家”

实为“李鬼扮李逵”，尤其是医疗、金融、农业等领域，已成为伪专家的重灾区。

网上伪专家横行，谁来管一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