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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敌敌畏熏腊肉
无良商贩被判刑

为了防止腌制腊肉生虫，
云南宾川一商贩竟用农药敌敌
畏原液蘸卫生纸后点燃进行烟
熏。警方查封、扣押了其保存在
家中未售的腌肉制品以及敌敌
畏13瓶。近日，涉事商贩蒋某兴
被判处有期徒刑 1年 4个月，缓
刑2年，并处罚金10万余元。

据@红星新闻

回音：食品安全大于天！

频催摊主“上班”
小伙遭遇“白眼”

山西忻州的韩先生经常光
顾夜市上的一家炒饭摊。这一
天，他发现卖炒饭的摊主没有
准时出摊。吃惯了摊上的口味，
没吃上炒饭的韩先生如坐针
毡。他给摊主发去几十条信息，
催促摊主赶紧“上班”。韩先生
原地等了摊主 10分钟，摊主才
骑着电动三轮车姗姗来迟。摊
主看着催他的顾客，“白眼”翻
到飞起。 据@河山云新闻

回音：自由职业被你逼成
了按时打卡“上班”！（笑晕）

标注“电商专供”的卷纸
比超市买的小了一圈、同款
洗衣液网购的比实体店购入
的“稀”、网店看好的电视型
号在实体店却找不到……在
不少人眼中，“电商专供”已
然成为质量缩水的代名词。

为了“卷”低价、冲销量，

部分品牌的电商专供，常常
打着低价旗号在质量上大打
折扣。

小到尺寸、材质的变化，
大到功能、性能的缩水，消费
者看似省了钱，实际上并未
得到符合价格预期的商品。

据《半月谈》

“电商专供”
不能沦为“电商专坑”

【事件】

沧县范家圈村村民张
桂琴今年 84 岁。她悉心照
料失明的小叔子 67 年，在
四邻八乡传为美谈。如今，
张桂琴的孩子们也接过她
的接力棒，孝顺、侍奉她和
叔叔。

（1月17日《沧州晚报》）

【留言板】

@明天：好家风，一代
一代传下去。

@汉密尔顿：这就是
“传承”！

@忘忧草妞妞妈：长嫂
如母，在张桂琴的身上“具
象化”了。

@腊梅：重情重义！

@张启文：多亏了嫂
子，要不然，对于一个视力

障碍的人来说，日子不可能
过得这么好。

@无欲则刚：包拯“包
青天”也是这样称呼大嫂为

“嫂娘”的。

@张哥：衣食住行，哪
一样照顾不到都不行。带着
一个失明的小叔子过日子，
可不是“添双筷子”那么简
单。而且，这一照顾就照顾
了67年，更不简单。

@艾静：小叔子摊上了
一个好嫂子！

@王颖：对于先天失明
的小叔子来说，这世界可能
并不完美，但有嫂子为他撑
起一片天。

@祖国昌盛：让人感动
的好嫂子！

@微风吹：为这样的好
嫂子，点赞！

84岁嫂子
照料失明小叔子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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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家庭教育培训市场存
在乱象，一些机构打着专业的
旗号，在各类平台大肆宣传，用
所谓“上万伙伴亲测”“一对一
指导”“操作简单”等话术吸引
家长。不少家长因家庭关系、亲
子关系存在问题急于报名课
程，却发现一些网课缺乏针对
性与实操性。

怎样当好家长？对于有娃
家庭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恐怕
很难给出统一答案。每个孩子

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这意味
着他们在与家长相处时，所“触
发”的问题也各不相同。

有的孩子处于叛逆期，直
接拒绝与家长交流；有人存在
厌学情绪，提到学校就“头疼”；
有人写作业拖沓，一拖拖到后
半夜；还有人沉迷电子设备，眼
睛无法离开屏幕一秒钟……面
对这些五花八门的问题，父母
们接招无门，难免要寻求“场外
帮助”，家庭教育培训也就应运
而生。

实事求是地说，一些家庭
教育机构确实有两把刷子。比
如，有的机构充分扮演好中间
人角色，为家长和孩子建立起

良好沟通，有效缓和亲子矛盾；
再如，有的借助心理学等专业
技能，为家长和孩子量体裁衣、
切脉开方，给出科学的教育指
导。

随着求助的家长越来越
多，一些人逐渐看到了家庭教
育培训的“钱”景。鱼龙混杂之
下，一些病急乱投医的家长极
易被培训班的宣传话术所诱
导，让拳拳爱子之心成了他人
的敛财工具。

必须认识到，家庭教育并
非“速成班”，也没有所谓的“特
效药”。家长们想要获得良方，
还要有科学之法。

擦亮双眼，辨别“真经”。

一些家长之所以被套路，
无非是在紧张、焦虑的情绪下，
难以保持理性，对培训机构偏
听盲从。基于此，有关部门、网
课销售平台都应充分发挥监管
作用，营造良好的行业环境。

同时，家长在报课、缴费
时，也有必要对机构和从业人
员资质进行二次确认，保障个
人合法权益。

沉心静气，打“持久战”。
尽管不少机构表示可以提

供“一对一”的服务，但这些指
导终究是纸上谈兵。因此，面对
培训机构开出的“药方”，家长
们要认真理解其底层逻辑，仔
细吸收，结合自家的实际展开

引导，切莫断章取义、盲目施
教。与此同时，也要做好“用药”
效果存在差异的心理准备。

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花
期，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人生
轨迹。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
元，其中的认知矛盾并不会因
为成员年龄的增长而自然消
解。面对这场旷日持久的“家庭
教育战”，家长们应树立终身学
习的理念，不断提升自己的教
育智慧。

在教育结果不尽如人意
时，不妨给孩子以足够的耐心，
静待花开，让他们在宽容的空
间中放松成长。

家庭教育没有“速成班”
刘 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