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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特种作业容易发生事
故，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经过专门的安全作业
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
作业。然而，这一规定却被一些
人利用，加钱包过、高价免考、制
贩“李鬼”假证等乱象层出不穷。

“1300元就能包过考试，半
个月拿证；3200元，人不用到场
考试，只需要上网登陆系统进行
人脸识别验证，两个半月左右也
能拿证。”近日，计划办理低压电
工证的刘先生告诉记者，他通过
某社交网站联系到的张女士称，
她所在的公司不仅能办理各种
特种作业操作证，多交钱还能包
过，甚至考试时不用本人到场，
也能拿证。

承诺加钱考试包过

“零基础零经验，只培训一
天就能考过吗？”记者通过刘先
生联系到张女士，并询问道。张
女士对此给出肯定回复，并表示
如果加 200元，考试现场还会有
监考老师教考生怎么操作。不
过，考试地点要听从安排。为了
让记者相信，张女士还视频展示
了办公地点，以及与报名学员签
订的合同模版。

记者又联系了另一家能办
理特种作业操作证的机构，工作
人员周女士告诉记者：“考低压
电工证，如果识字，会在电脑上

填入自己的身份证号，只需要交
2000元；如果认字不多，需要加
400元。加的钱相当于考试时直
接有人替他操作，人来配合就
行，其他不用担心。”

湖南省应急厅考点之一的
某培训中心工作人员小凯告诉
记者，低压电工考试分为理论和
实操两部分，“其实考试本身并
不难，学员只要愿意刷题，基本
上都能考过”。

在小凯看来，一些机构打着
包过口号吸引学员，是利用很多
学员对考试形式和内容不了解、
重实践轻理论、不想在考试上花
费过多时间等心理。

拿证乱象层出不穷

相对于承诺包过，对一些学
员来说，免考直出更有吸引力。一
年前，安徽合肥的张某迪花3000
多元为其父亲办了一张免考的低
压电工证，原因是“只会实操技
术，不会理论考试，没办法”。

张某迪找的办证机构是安
徽合肥一家教育科技公司。交钱
报名后公司会跟学员签订合同
协议，承诺证件真实性。周女士
表示，她那里也能免考办证，价
格为 3500元。不过她直言：“不
建议这么做，因为没有学习记
录，没有刷课时，上面查起来，证
书会被扣掉，而且今年查得比往
年都严格。”

记者在黑猫投诉等平台搜
索发现，学员办理特种作业操作
证受骗的情况不在少数。有的机
构承诺办理的是特种作业操作
证，学员收到的却是其他证件，

也有一些机构直接伪造特种作
业证。

今年初，在江苏苏州从事工
程工作的曹某磊，在短视频平台
找到一家办理高压电工证的机
构。根据该机构要求，曹某磊只
在报名时提交过身份信息，交了
1200 元，半个月后就收到了对
方寄来的证件。

“但这两个证件竟然跟我想
要的证件完全不一样。”曹某磊
说，他需要的是应急管理部门发
放的高压电工证，收到的却是由
河南建协人才测评技术中心发

放的建设行业工程机械技能岗
位证书，以及建设行业工程机械
施工作业操作证。

“先不说证件的真实性无法
验证，单位也不认可这些证件。”

曹某磊想找该机构退钱，但是工
作人员一直推诿，并称如果曹某
磊能介绍新学员报名，能返 200
元。无可奈何的曹某磊只能自认
倒霉，又花费 900多元重新考了
高压电工证。

造假已成产业链

“即使培训机构给出的是真
的特种作业证，其行为还涉嫌买
卖国家机关证件。”吉林正基律
师事务所律师熊星星提醒，曹某
磊花钱买证的行为也涉嫌犯罪，

情节严重的会承担刑事责任。
根据《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

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特种作
业操作证记载虚假信息的，以欺
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特种
作业操作证的，3年内不得再次
申请特种作业操作证。学员在培
训机构安排监考老师帮助作答
或者找人替考下取得的特种作
业操作证，考核发证机关应当予
以撤销。

张友浪表示，即使涉嫌违
法，一些不法培训机构为了获取
利益，可能提供虚假的培训教
材，甚至直接提供替考服务，以
吸引学员并追求经济利益。

据报道，今年，北京、上海均
挖出伪造涉安全生产特种作业
操作证黑色产业链，办案人员通
过假证二维码，倒查出假冒国家
官方网站，发现大量伪造证件信
息。

针对此类乱象，河北省应急
管理厅教育训练处安全生产监
察专员张波告诉记者，根据石家
庄市应急管理局反馈，宣传包过
和免考的基本是第三方代理机
构，属于社会中介，并非合规培
训机构。目前，当地正在排查有
关情况，鼓励社会公众对特种作
业证考试违法违规操作、制贩假
证等情况进行监督和举报。当地
也正在加快建设全流程监管平
台，将注册、报名、培训等程序纳
入监管范围。 据《工人日报》

承诺加钱包过，宣称高价免考，制贩“李鬼”假证……

特种作业操作证拿证乱象何时休

一种彩色塑料玩具“萝卜
刀”近期突然爆红校园，成为不
少低年级小学生的新宠，并衍生
出“夜光萝卜刀”“金属萝卜刀”

“巨型萝卜刀”等产品。
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的同

时，关于萝卜刀“存在安全隐患”
“危险”的讨论掀起了一波又一
波舆论浪潮，有地方教育部门还
发布了致家长的安全倡议书。萝
卜刀等网红玩具为何在小学生
中爆红？封禁萝卜刀是不是小题
大做？该如何看待这些“危险”的
玩具？

爆红的萝卜刀
狂欢的自媒体

近期，一款名为“萝卜刀”的
塑料仿刀玩具爆红，迅速风靡全
国。一时间，各地的中小学生纷
纷购买。紧接着，夜光版、金属版
等花式进阶版萝卜刀出现在电
商平台，如何玩萝卜刀的教程更
是在社交媒体走红，关于萝卜刀
的讨论一波接着一波。

萝卜刀源于一位在校大学
生今年 6月设计的一款解压玩
具“重力幼崽小萝卜”，其通过自
身重力实现刀体的滑动。这款玩
具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后，刀刃
甩进、甩出、捅刺的模仿视频纷
纷出现。到 9月底，萝卜刀已经
在各地的校园流行开来。

“这学期开学不久，孩子说
想买一把萝卜刀。”北京西城区
一小学六年级家长艾女士说，

“没过多久，孩子说班上很多同
学都有萝卜刀了。”

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在多所
中小学门口的文具店，萝卜刀被
摆在显眼的位置，每把价格在 5
元左右，成为畅销品。在多家购
物网站上，多款萝卜刀的销量已
经卖到几十万把，售价从 2元到
上百元不等。

“看谁不爽就刀一下”“看我
刀了你”……有些短视频平台，
部分商家在广告语中暗含“伤
人”“攻击”的意思。

与此同时，自媒体上关于
“萝卜刀可以插破白纸、扎进苹
果”“现在玩萝卜刀，以后就会玩
真刀”等信息不断出现，还有“境

外恶势力”等论调传播，让不少
家长感到担忧；也有一些网友表
示“多大点事”。

部分传播学专家学者表示，
事情发展至今，相关话题发酵，
各种声音都有，其中可能存在着
煽动情绪、恶意炒作的营销号，
加剧家长的恐慌情绪，或者挑起
两极观点的对立，最终演变为一
场自媒体的狂欢闹剧。这也是需

要警惕的“危险”，每一位身处其
中的人都要保持冷静，情绪不要
被“拉着走”。

尽管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多地教育部门已发布“致家长安
全倡议书”，要求青少年学生远
离萝卜刀。

让孩子着迷的不是刀
而是掌控感

多名心理、教育专家结合学
生群体中持续流行的买盲盒、盘
手串、集奥特曼卡牌等分析认

为，这些玩具之所以短时间内在
青少年群体中呈病毒式流行，主
要切中孩子的一些心理特点。

——追求新鲜、刺激，猎奇
心理。受访老师认为，孩子天生
好奇，喜欢尝试新鲜有趣的事
物，这是他们探索世界的方式。
萝卜刀是一种新玩具，其造型圆
滑，颜色鲜艳，似刀又不是刀，而
刀是平常孩子不能轻易获取的，

它的出现很容易让孩子喜欢。
——获得掌控感。广州天河

一小学心理老师肖冬梅说，萝卜
刀那种简单的应声而出的单手
操控，能给孩子很酷、很爽的感
觉，满足了现在孩子生活中稀缺
的掌控感。他们日常的学习与生
活基本都是被大人安排得明明
白白，满满当当，孩子只能被动
执行。萝卜刀却能让孩子感受到

“我能掌控它”。
——从众心理，社交需求。

辽宁省心理咨询行业协会青少
年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曾祥云指出，现在很多热销产品
都是孩子在网络短视频中看到
同龄人在玩，自己也跟风玩。专
家认为，孩子们渴望得到同伴的
认同和接纳，所以他们会模仿身
边人的行为和喜好，以此来建立
友谊和归属感。

给孩子放权
引导正确玩法

如今，校园里的萝卜刀多数
已被禁止，线上的相关讨论仍在
继续。尽管多方观点不同，但达
成一致的共识是，关于青少年玩
萝卜刀“在疏不在堵”，不能谈

“刀”色变，关键在于学校、老师
和家长的正确引导。

肖冬梅说：“禁止只会让萝
卜刀对孩子吸引力变大，与其禁
止不如引导。”“在学校里，老师
可以向孩子们解释清楚危险所
在，不能拿‘刀’捅人。”武汉市汉
阳区一小学五年级的向老师说。

萝卜刀风靡也暴露出部分

学生课余活动匮乏等问题，现在
一些学校，课间十分钟的消失，
令孩子的兴趣爱好也“消失”了。

部分专家建议，家长、老师
要正视孩子的心理需求，把时间
支配权还给孩子，引导孩子安全
地玩，高质量地玩。专家认为，要
正视孩子的心理需求，尊重他们
的选择和喜好，给予孩子自由空
间，可以根据孩子们的年龄特点
和个性特征，为他们提供更多有
益智趣味兼容的传统游戏和玩
具，比如跳绳、拼图、风筝、陀螺
等。

同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
教育部门应该警惕资本利用网
络平台对青少年及其家长的营
销，以及加强对热点话题炒作营
销号的治理，尤其是涉及青少年
成长等话题。相关网络平台在开
启青少年模式时应过滤掉相关
广告，避免消极娱乐对未成年人
的传播，为未成年人营造清朗的
网络空间。

广州市青少年心理辅导协
会会长廖新华表示，应加快儿童
玩具相关标准建设工作，完善玩
具分级，将儿童的心理特征、成
长特质纳入其中，进一步把儿童
玩具的设计、生产及销售等环节
置于严格监管视野下，为青少年
玩具上一个“心理保险”。

发稿前，记者走访多地文具
店，发现萝卜刀销量有所下降。

“前段时间很火，这两天听说学
校不让玩了，来买的小孩明显变
少，当然也有可能是小孩们玩腻
了，风头过了。”武汉市武昌区一
所小学门口文具店老板肖先生
说。 据《半月谈》

在青少年群体中呈“病毒式流行”

孩子着迷的不是“萝卜刀”，是掌控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