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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数学老师欲辅导初、高中数学家教，一对一辅导，
白天晚上随到随学，多年带毕业班，熟悉中、高考题型，注重
基础，全方位提高效率提高学生能力和成绩，突出重点难
点，保证提高成绩。（14中附近）电话：13343271305

家教

记者近期调查发现，“帮忙
经济”正快速发展，从帮忙遛狗
到帮忙排队挂号、从帮忙做饭
到帮忙做决定……提供的服务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
到”，解决了不少人的燃眉之
急。但同时，部分“帮忙服务”引
起争议甚至游走在法律边缘，
如帮忙写软文、帮忙刷单、帮忙
骂人等。

专家表示，“帮忙经济”是
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细化催生
的新业态，有助于充分利用劳
动者的比较优势，提高生产效
率，但需要予以合理引导和监
管，确保其健康、理性发展。

有求必应的
“帮忙服务”

除了帮人跑腿送东西的快
递和闪送、帮助酒后客户开车
的代驾等已经形成行业服务，
在一些电商平台，以帮忙为主
题的服务可谓“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们做不到”。

只要在电商平台输入“帮
忙”，帮忙做事、帮忙 P图、帮忙
道歉、帮忙找回密码、帮忙下载
歌曲等五花八门的服务项目映
入眼帘。

去年 5 月，31 岁的王祖闲
（化名）开始在某二手交易平台
上提供喂猫遛狗、看病陪诊等

“帮忙服务”。其中，由于很多人
工作繁忙、出差等，无暇照顾宠
物，喂猫遛狗成了最热销的服
务。“我现在平均每周会提供两
到三次喂猫遛狗服务，每次收

费根据路程远近一般在 50元至
70元左右。”她说。

此外，王祖闲还开辟了“陪
伴”业务。一年多以来，她有过
陪人观看展览、就诊、做手术、
租房子等经历。她表示，在北京
等大城市，很多人没有家人陪
伴，在住院、租房、游玩等方面
有陪伴的需求。

“这种‘帮忙经济’还帮到
我不少呢。”曾经购买过“帮忙
喂猫”服务的企业白领小章说，
一个人在大城市打拼比较孤
单，所以养了一只猫，但她是个
早出晚归的上班族，而且经常
出差，很难及时照顾猫咪。购买

“帮忙服务”后，有人每天来给
猫咪喂食、换水、铲屎，再和猫
咪互动一会儿，之后把视频发
过来，她也能够安心工作。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一些
比较常见的服务外，部分“帮忙
服务”可谓脑洞大开、有求必
应，比如有人帮忙监督学习、帮
忙疏导情绪、帮忙与人辩论、帮
忙陪着蹦极，甚至有人提供帮
忙出主意的服务。

“闲鱼”近期发布的该平台
“帮忙经济”热门项目显示，最
火的几项“帮忙服务”包括新司
机上路陪练、婚礼伴娘、医院陪
诊、监督学习等。

部分“帮忙服务”
游走在法律边缘

有求必应的“帮忙经济”确
实解了不少人的燃眉之急，但
在快速发展中，也有一些“帮忙

服务”存在争议，甚至游走在法
律边缘。

记者注意到，帮忙骂人、帮
忙扫墓等存在较大争议。比如

“帮忙骂人”服务，不少商家声
称“只需九块九，保证骂到对方
不敢上网”，有网友质疑该服务
只会增加社会的戾气。

也有消费者在“帮忙服务”
中受骗。“帮忙服务”往往是个
体与个体进行交易，交易是否
成功只能靠人与人的信任。重
庆市民小丽此前去某家餐馆
就餐前，在网络上花费 30元购
买了帮忙排队的服务，但是让
她没想到的是，对方提供的排
队 号 是 伪 造 的 ，商 家 并 不 认
可，小丽向卖方要求退款时遭
到拒绝。

另外，部分“帮忙服务”也
与法律法规相悖，如代写论文、

代人考试、代人刷单等。
记者观察到，包括微商、网

店店主、社交软件、个人在内的
主体，会直接在网络上发布寻求

“帮忙服务”的信息，从而实现炒
作、营销、宣传等目的。比如某交
友软件专门雇人冒充平台女用
户，与软件中的男用户交友互
动，还提供专门的搭讪术语。一
些商家也在大量招人，去商品下
方按照相关要求进行评价，引导
消费者点击购买。这些做法涉嫌
虚假宣传，有可能在互联网上形
成不正当的竞争行为。

发展健康理性的
“帮忙经济”

“‘帮忙经济’是经济发展

和社会分工细化催生的新业
态。”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李敬
说，“帮忙经济”有助于利用劳
动者比较优势来提高生产效
率，应该获得发展空间。

受访专家和商家表示，迅
猛发展的“帮忙经济”必将经历
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有关
方面也要对其进行合理引导和
监管，确保其健康理性发展。

重庆市消保委投诉部部长
喻军说，消费者在购买“帮忙服
务”时，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可
以帮忙的、什么是不可以帮忙
的，比如请人帮忙写论文、帮忙
考试等是不能够请人帮忙的。
对于可以帮忙的项目，买卖双
方则需要签订合同，明确双方
各自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消费者事先还需要对服务提供
方予以考察，包括其服务资质
和业务能力等。

商家也要明晰法律和道德
界限，在合法合规、合情合理
的前提下为消费者提供服务。
王祖闲告诉记者，她每次在接
单前都会直接和消费者进行
电话沟通，询问一些具体的问
题，将要进行的“帮忙服务”细
化。这样既可以帮助她了解自
己的工作内容，同时也能用这
些问题，确认自己的服务能否
满足对方需要。

平 台 也 应 进 一 步 加 强 监
管，完善举报、售后等机制，清
除不当服务。不少用户反映，部
分平台举报机制无法及时、有
效为用户解决纠纷，仍有待完
善，建议平台全流程启动监测
程序，让买卖双方放心交易。

据《经济参考报》

帮忙骂人、帮忙扫墓、帮忙刷单、帮忙写论文……

“帮忙服务”岂能“帮倒忙”

当前，一些地方基层工作离
不开照片、文字材料等证明依
据，过度留痕等形式主义让基层
负担沉重，一大原因是上级的检
查、考核走偏。减轻基层负担，就
要切实改善对基层的考核评价
机制。

考核评价制度
偏离靶心

本应是为激发干部主观能
动性，创新工作方法，更好为群
众服务的考核评价制度，为何反
而加重基层负担？

——考核指标繁多，目标设
定过高，差异化不明显。一个好
的考核评价机制一定是精准、分
类施策。当前，一些地方的考核
指标种类繁多，涵盖的范围涉及
社会综合治理、信访工作、行政
审批、文明程度指数测评等。不
仅如此，一些地方更要求事事讲
究百分百，把“满意率百分百”

“不满意率为零”等提升为日常
要求。比如，信访满意度百分百、
安全生产“零事故”。另外，实际
工作中，一些地方虽然对工作考
核进行了简单分类，但不顾地
区、岗位、部门特点，盲目搞“一
种程序、一套指标、一个模板”，
不但不能考出真实水平、反映真

实业绩，还严重挫伤干部积极
性。

——上级督查检查频繁,方
式机械。督查检查是抓落实的重
要手段，适当的督查考核是十分
必要的。然而，一些地方和部门
缺乏统筹，不顾基层人力几何、

工作量多大，对基层考核、考评
过频过繁，效果适得其反。考核
方式也存在简单化、机械化等问
题，更多是采取听汇报、查看资
料等方式进行督查检查，随机询
问群众知情度、满意度、实地查
看情况的情形较少。有时因为痕

迹资料不够，就否定基层干部的
工作实绩。

——责任只往下推,板子只
往下打。一些地区和部门存在

“责任只往下推、板子只往下打”
和上级一通报就问责、一出事就
问责、工作推进不力就简单问责
等问题，让不少真正想干事的人
束手束脚。

莫让考核评价
变了味

考核是工作的指挥棒，是监
督工作的重要手段，要讲究方式
方法。

2018 年 10 月，中共中央办
公厅就印发了《关于统筹规范督
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对统
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作出
要求。

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
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明确
要求，加强计划管理和监督实
施，着力解决督查检查考核过多
过频、过度留痕的问题。

今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进一
步明确“改进基层考核评价”。

根据中央要求，对综合性

督查检查考核，要严格控制总
量，实行年度计划和审批报备
制度。强化结果导向，考核评价
一个地方和单位的工作，关键
看有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群众
的评价怎么样。坚决纠正机械
式做法，不得随意要求基层填
表报数、层层报材料，不得简单
将有没有领导批示、开会发文、
台账记录、工作笔记等作为工
作是否落实的标准。

对巡视巡察、环保督察、政
府大督查、党建考核等，牵头部
门也要倾听基层意见进行完善，
提出优化改进措施。调查研究、
执法检查等要轻车简从、务求实
效，不干扰基层正常工作。

破解考核评价之弊，关键在
人。让考核评价制度真正发挥威
力，对基层管理者和领导者的履
职能力、专业水平提出更高要
求。在统筹协调时，如何避免只
看到客观结果，看不到主观努
力，如何既给基层干部“压担子”
又给“递梯子”，都值得考量。

督查考核等部门还需要在
“定岗定责”四个字上多加研究，
只有把这些理顺了，把考核评价
制度完善得更客观公正了，基层
干部才不会对基层工作望而生
畏，基层的广阔天地才能真正成
为他们发挥才干的舞台。

据《半月谈》

考核评价莫变味

照片文字过度留痕 基层负担越来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