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送花给老师
收获意外“惊喜”

教师节，重庆一名小学教
师收到了班上男学生的一束手
工花。

收到礼物，老师非常开心，
作为“回礼”，老师要求学生背
诵一首课外古诗。男学生当场
愣住了。

据@人民网

回音：不出意外的话，下个
教师节就没有礼物了（偷笑）！

付完彩礼女友消失
打听才知她有孙子

河南新乡 29 岁的男青年
小丁，最近给认识了半年的女
朋友程女士付了9.9万元彩礼，
谁知，女朋友拿到彩礼钱后就
消失了。

更让小丁崩溃的是，当他
找到女朋友以后，才从女朋友
邻居的口中得知，声称 28岁的
女朋友实际年龄是 38岁，而且
已经当奶奶了，有一个 1岁多
的孙子。

小丁要求女朋友退还彩
礼，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介入。

据@新闻晨报

回音：婚后直接当“爷爷”！

不知车上有空调
司机热得眼发黑

近日，浙江衢州沪昆高速
公路发生了一起翻车事故。经
了解，驾驶员丁某买车 3年不
知道车上有空调，开车的时候
热得两眼发黑，导致车辆碰到
护栏后侧翻。

据@荔枝新闻

回音：学车的时候，教练没
有教过开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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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无证酒后驾驶，还替别人酒驾说情
【事件】

近日，献县交警大队在查
处一名女子的交通违法行为
时，一名自称是该女子朋友的
男子前来说情，可他自己却是
酒后无证驾驶。结果，这两人均
受到处罚。

（9月9日《沧州晚报》）

【留言板】

@两点三十五：“一百步”去
给“五十步”说情，谁给你这么
大的勇气？

@简单一点：酒后无证驾
驶，可比酒后驾驶严重多了！

@我是糖：这是想把警察

的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

@小满：警察：“对不起，只
要违法，我们都抓！”

@木子李：警察：“你俩都
进去醒醒酒吧！”

@罗新科：现在，“喝酒不
开车”的观念深入人心，但还是

有人不把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当
回事。

@文婷：什么样的人结交
什么样的朋友。酒驾的人，结交
的是无证酒驾的朋友。

@未来可期：要不是喝蒙
了，谁敢无证驾驶去找警察说
情？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新
修订的限制过度包装强制性国
家标准。新标准严格限定了包装
层数：食品中的粮食及其加工品
不应超过 3层包装，其他食品和
化妆品不应超过4层包装。
（据9月10日《沧州晚报》2版）

“双减”政策落地以来，各
地大力推进校外培训治理，不
过，新情况也“冒头”了。

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
管司负责人指出，一些地方出
现了培训机构由“地上”转入

“地下”，改头换面，以“高端家

政”“众筹私教”“游学研学”等
名义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
训的隐形变异问题。

这些违规开展的学科类
校外培训，严重干扰了“双减”
政策的执行，给改革推进造成
了阻碍。 据《科技日报》

转入“地下”

日前，有网友向深圳市光明
区相关部门反映，当地公明中学
一家委会发动学生家长为老师
购买礼品。教育部门对此回应
称，事件为家委会自主行为，学
校教师均未参与，已通知学校要
求家委会将集资款退还家长。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教师节表达对老师的感
激之情本无可厚非，但一些家长
的做法却“跑偏了”，为给老师送
礼绞尽脑汁，送的礼也越来越贵
重，从几百元的礼物到高价请老
师吃大餐，甚至邀请老师外出游
玩。

是什么让教师节渐渐变味
了呢？一些家长为了让自己的孩
子能得到老师更多的“照顾”，不
惜给老师送礼物、送红包。个别
家长还错误地认为，别人都送我
不送，老师就会不关注自己的孩
子，为了孩子在学校班级不吃
亏，少不了“必要的人情世故”。

其实，作为家长，应当走出
“礼物越重，老师会越重视孩子”
的误区。老师不是办事的“工
具”，家长送礼不是表达尊重老
师的正确方式。另外，家长给老
师送礼的行为，会对孩子的价值

观带来很坏的影响。孩子从小生
活在这种“办事送礼”的环境中，
会在耳濡目染中形成功利的思
想，不利于健康成长。

面对“礼物”，一些老师也在
收与不收之间徘徊，也有各自的
为难和坚持，有的老师还存有

“人在江湖，不得不收”的侥幸。
我们说，对于家长馈赠的礼

物，老师还是婉言谢绝比较好。
老师一旦接受家长的礼物，不但
会助长“歪风邪气”，有辱人民教
师的声誉，而且很容易给家长造
成误导。

教育部门更要严禁教师以
任何方式索要或接受学生及家
长赠送的财物。事实上，作为一
名人民教师，不仅要有良好的业
务能力，更要有师德师风，这样
才能配得上人民教师的称号。

礼不在贵，有情则重。祝福
若是真诚，感恩若是真切，即使
礼物十分朴素，对于教师来说也
无比珍贵。一条祝福微信、一件
手工作品、一张贺卡……这些

“朴素”的谢师恩方式无疑更能
充分表达学生对老师浓浓的情
谊和深深的敬意。

尊重是最好的礼物
王炳永

“在网上买了一支口红，产
品体积不到包装容积的五分之
一，包装盒大到能装下一双鞋。”

“一份捞面外卖，竟有 4 个
包装盒，扔掉觉得浪费，不扔放

着没用。”
“一盒名牌糕点，包装精美

诱人，点心却滋味一般，真像买
椟还珠……”

过度包装问题由来已久，其
带来的弊端更为人所诟病。

其一，重颜值轻品质，以漂
亮的卖相唬人。对于一些品质相
同的商品，在货源、加工方式差
不多的情况下，谁的包装更好
看、更有特色，就成了吸引消费
者的关键因素。这导致一些商家
将经营的重心由商品本身转向
了外包装，纷纷在礼盒上“下功
夫”。然而，漂亮的颜值并没有带
来商品品质的提升，消费者花高
价买来的却是“华而不实”的商
品，只能大呼“上当”或连叹“不

值”。
其二，造成垃圾增多和资源

浪费。原本1个小盒子就可以盛
下的商品，非要用 3 个大盒子；
原本用纸盒就可以包装的礼品，
一定要用金属雕花的礼盒……
这样的事早已见怪不怪。

近日，一则新闻让人大跌眼
镜，“某零食企业工作人员倒卖
纸箱牟利超68万元”。有媒体评
论称，这则新闻暴露的是行业中

“过度包装的顽疾”。
过度包装直接带来了包装

材料大量使用的问题，而这些外
包装到了消费者手里，几乎都变
成垃圾扔掉，既浪费资源又污染
环境。

其三，变相抬高价格，增加

消费者负担。很多企业在包装上
投入大量的资金，这些包装的成
本也会体现在商品价格上，消费
者花了大价钱，买的却是花里胡
哨的包装盒。以茶叶为例，1千克
400元的散装茶叶，经过包装营
销，1千克散装茶叶的售价竟达
上千元，价格暴涨。

过度包装还会增加商品的
生产成本和物流成本，这些成
本，最终还是由消费者埋单。

过度包装弊端多多，治理整
顿大快人心。希望通过新标准的
施行，降低包装成本，打击重“颜
值”轻“品质”的奢靡浮夸之风，
促进行业良性竞争，让商品真正
回归“自身价值”。

过度包装“三宗罪”
本报评论员 彭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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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家具、办公用品、铝合金门
窗、废铁、饭店用品，一切库存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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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