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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诈老陈道歉，是非背后还有利益拉扯

　　所谓“人红是非
多”。近日，网友爆料
称原“反诈民警老陈”
在一场直播中连麦某女
主播进行 PK，期间不
停做出暗示性动作，被
网友认为不尊重女性，
令人反感。此事在网上
不断酝酿，热度一再攀
升。对此“反诈老陈”
发布视频鞠躬道歉：“老
陈给大家诚恳道歉承认
错误”。但大多网友并
不买账，质疑之声占据
上风。其实回顾老陈从
爆火、退出、回归、辞职，
再到如今的道歉，流量
带来的利益分配问题一
直是争论的焦点。暂抛
开是非，或许从利益分
配的角度能发现更多值
得深思的问题。
　　老陈以女性的生理

特征作为玩笑实在有哗
众取宠之嫌，也怪不得
网友们纷纷声讨，让其
“退网”。 当然也有众
多人仍旧力挺，感谢老
陈在反诈事业中做出的
奉献，不能因为他的错
误完全否定掉他之前的
贡献。但如果从“是与
非”的评价跳脱出来，
追溯源头离不开公共利
益与个人利益的拉扯。
当公职人员用个人小
号进行直播，并收到粉
丝巨额打赏时，他在公
众心中的形象就已起了
微妙的变化。尽管老陈
强调直播的所有收入将
用于公益用途，流程完
成后将向大家公示。但
关于“公职人员直播开
打赏”的质疑，并未随
着他晒出捐款证书而停

息，反而越演越烈。从
那时起，之后的伏笔仿
佛就已埋下。
　　老陈的走红当然离
不开个人的情怀与努
力，通过创新的形式使
得反诈知识走入千家万
户，并带动国家反诈中
心 APP 下载量激增。但
更多的恐怕还是反诈警
察的职业光环与直播形
式发生了巧妙的化学反
应，这点从老陈辞职后
表现得尤为明显。当丰
厚的打赏与顶级流量接
踵而至，公共与私人利
益的罅隙就越发巨大。
将公域流量引入私域，
并将其变现，这一波商
业的做法难免不让人产
生怀疑。如何平衡私人
与公职间的界限，划清
个人与公共的利益关

系，靠道德的约束显然
不现实，也不会长久。
所以提前确定规则，建
立透明的分配机制尤为
重要。
　　其实这类利益拉扯
能反映很多问题。在鼓
励公职人员“触网”的
背景下，公职人员形象
的活泼与严肃的拿捏、
创新与初心的平衡、私
利与公益的权衡都需要
解决。于是，如何完善
相关的机制规则，既保
护公职人员的“触网”
热情，又划定公职人员
“触网”的底线；如何
明确直播收益等相关规
定，公职人员该如何把
握官方身份与“网红”
之间的平衡；同时我们
的网友又该如何理性看
待公职人员变身“网

红”，这几大问题一起
横亘在“直播 +”助力
社会发展的道路之上。
如今，老陈事件或许又
引发了部分正准备“触
网”宣传单位的担忧，
使之望而却步了。
　　所谓树大招风，当
聚光灯集中一点时，光
和热可以将人推上神
坛，但亦可随时将人烧
得形神俱灭。清醒地认
识流量与职能的关系，
明确个人定位，妥善处
理好利益的拉扯，于公
于私都是一种保护。规
则的存在，是约束也是
保护。

█魏泽鸿

“班级公约”，一盘好棋切勿下成臭棋

　　近期，多地小学开
展贯彻落实《中华人民
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
法》，更有很多学校借
此东风，不仅进行普法
教育，还开创性地制定
班级公约，以便更好地
实现家校共育，促进孩
子们的良性成长。
　　班级公约诚然是一
盘好棋，在下这盘棋的
同时，学校也好，家长
也罢，更应该谨慎为之，
切勿下成一盘臭棋。
　　不管从贯彻法律的

角度，还是从教育孩子
的角度，班级公约势在
必行，也有着其深远的
意义所在。
　　没有一个孩子天生
就是优秀的，正因为孩
子的成长过程中有着各
种各样的问题，才需要
学校和家庭的教育，才
需要对他们进行引导和
约束。
　　笔者认为，在制
定班级公约的时候，
应该多考虑可行性，切
忌高调化、空洞化。应

该通过这个机会，在班
级中营造出一种民主的
氛围，即，班级公约不
仅仅是学校、老师、家
长的事情，还要让孩子
们深度参与进来，比如
孩子们也可以提出候选
的公约，或者孩子们也
可以对候选的公约进行
投票，在最终确定的班
级公约条款中，孩子们
的投票结果应该占至少
40% 的比例。
　　另外，对于惩戒教
育纳入班级公约，笔者

觉得非常有必要。孩子
的教育不能总是以引导
和鼓励为主，惩戒教育
应该是不可或缺的一
环。让孩子从小就知道，
任何人，做对了事情不
一定有奖励，但做错了
事情就必须付出相应的
代价。让孩子们从小就
培养出对自然、社会、
法律的敬畏，有所敬畏
地生活，才能更好地选
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
式。
　　同时，班级公约的

制定，应该体现价值观
的引导，比如公平正义，
比如常识教育，通过班
级公约的运行，尽可能
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能
力。
　　孩子的未来，就是
我们建设美好社会的一
个重要考量因素，在给
孩子更多爱的同时，更
要让孩子从小学会敬畏
自然，敬畏常识，唯有
此，孩子们才能成就自
我。

█邓彦

深夜飙车被刑拘，热爱从来不是违法的借口

　　5 月 28 日中午，一
段飙车党在北京门头沟
妙峰山路深夜飙车的视
频，频繁转发于各车友
圈。视频内两辆改装车
追逐竞速，险象环生。
门头沟警方接报后，第
一时间反应，迅速将嫌
疑人抓获，显示了警方
对此类违法行为零容忍
的态度。（5 月 29 日 北
京头条）
　　从“鬼火少年”到
飙车党，漠视交通安全
的危险驾驶行为屡禁不
止。为了逞一时之能就
在现实生活中模仿“速
度与激情”般的电影情
节，这是对交通安全产
生严重危害。违规私

自改装车辆，改变了汽
车的原有性能以进行飙
车活动，这种行为已经
涉嫌多项违法。事后还
将自己的违法视频上传
社交网络以搏得流量，
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这
也造成了恶劣的网络影
响。
　　网友们纷纷为警方
的执法行为叫好。有网
友表示自己夜晚曾在妙
峰山路上遇到过飙车
党，当时就受到惊吓。
也有网友表示引擎的噪
音在晚上让人心烦，造
成了扰民。由此可见，
普通民众早就对飙车党
深恶痛绝。
　　飙车党总认为，自

己是车技出众的竞速车
手，然而事实却不是这
样的。同专业赛车手相
比，他们引以为傲的车
技显得班门弄斧。更为
重要的是，专业赛车手
除了车技优秀外，还具
备了牢固的安全驾驶意
识和严格的竞赛规则意
识。飙车党实质上就是
一群不合格的机动车驾
驶者，他们漠视交通规
则，对自己和他人的安
全不负责任，甚至为了
自己的虚荣心而知法犯
法。
　　部分机车爱好者可
能还会为飙车党辩解，
说他们是深夜在郊区山
路飙车，远离居民区，

且道路上没有行驶的车
辆。这种说法完全是置
事实于不顾。飙车党之
所以选择深夜在郊区
飙车，根本不是出于安
全的考虑，因为飙车本
身就是危险行为。他们
只不过是借着夜色的掩
盖，远离主要道路，从
而躲避警方对于自己违
法行为的侦察。即使是
郊区的山路，也是公共
交通道路，万一飙车党
发生意外，就会造成公
共财产受损。
　　爱好机车和享受速
度本身是可以理解的行
为，但是当这种行为违
反了法律，对交通安全
造成了危害，那就一定

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对
于竞速爱好者来说，完
全可以通过卡丁车等游
乐项目来满足自己的娱
乐需求，同时还可以在
专业的赛车场地或者内
部封闭道路内进行赛车
活动。对于那些真正具
有竞技天赋的人来说，
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加入专业的赛车团
队，从而发展自己的爱
好。
　　热爱从来都不是违
法的借口，交通安全也
不容飙车党危害。

█熊鹏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