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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 解 人 生
蒋 华

从“巧”字的字义看，真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
“巧”有“技也”之意，指一项技能。 如《核舟记》中所说的“明有

奇巧人曰王叔远”，就是一位能工巧匠，微雕大师，在蚕豆大的核桃
壳上，栩栩如生地雕刻出苏东坡黄山谷佛印等人赤壁泛舟的情景。
这也启示着当今的每一个人，不能像古代乞巧的女工们，请上苍赐
予巧夺天工的女红绝活。 殊不知“核心技术”是求不来、买不到，唯
有自己真正练就和拥有，才能在这竞争的社会中立足。

“巧”也有恰好之意，指一种机缘。 从访友来说，不管是岑参的
“门前雪满无人迹”，还是贾岛的“云深不知处”，都说明来的不巧，
主人恰好不在家。 一句话，“机缘”不“巧合”。 所以巧遇就是佛学所
说的缘份，如许仙和白娘子恰巧共乘渡船，才有缘修得同船渡。 这
也启示着我们，不管事业还是爱情，既要奋力拼搏，攻坚克难；也要
随时抢抓稍纵即逝的机遇或缘分，才能事半功倍地成就美好人生。

“巧”还有“机巧”“佻巧”等“虚浮不实”之意。 这就警醒我们，做
人要“诚”不能“巧”。 就像成语“心灵手巧”的排列一样，“心灵”在
前，“手巧”在后，就在喻示“心”（品行）永远都比“手”（能力）重要。
如“心”不“灵”而一味“巧”，就可能沦为李林甫、王熙凤这样的奸巧
之流，人前一盆火：花言巧语、巧言令色、使乖弄巧、巧笑倩兮；人后
一把刀：投机取巧、巧取豪夺、巧伪趋利……最终弄巧成拙，落得个
“误了卿卿性命”的下场。 这又像孔子论文所说的“情欲信，辞欲
巧”，感人的文章首先需要发自肺腑的真情，然后才是美丽的修辞。
反之，如果“情”不“信”而“辞”再“巧”，也是一篇华而不实的表面文
章。

如此，在“巧”有多义中，唯有巧手做事、诚心做人，才能巧解人
生。

筑牢文物保护的
“防洪堤坝”

戴先任

“客家第一祠”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官田李氏大宗祠受特大暴
雨袭击，发生大面积坍塌。 据了解，大面积坍塌发生于 6 月 16 日凌
晨，位于宗祠两侧的客厅，大部分面积都坍塌损毁。 目前现场已被
保护起来，不让他人靠近，不少文物仍掩埋在坍塌的建筑物内。

官田李氏大宗祠始建于 1836 年，是福建省最大、保存最完好
的宗祠，被誉为“客家第一祠”。 2013 年 3 月 5 日，官田李氏大宗祠
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样一座 “国宝
级”的文保单位，在一场暴雨中遭受重创，大部分面积都坍塌损毁，
着实令人痛惜。 “客家第一祠大面积坍塌”，也敲响了汛期文物保护
警钟。

我国是文物大国，不可移动文物资源丰富，那些经过百年、千
年历史风雨洗礼的不可移动文物，本就脆弱，现在特大暴雨来袭，
这些珍贵的不可移动文物更变得岌岌可危。 近年来，每年一到防汛
期，就屡有文物遭到破坏的事件发生。 如在 2021 年，一场大降雨导
致平遥古城墙发生局部坍塌;2020 年 7 月，国家文物局通报，截至当
年 7 月 16 日，11 省份有 500 余处不可移动文物因洪灾不同程度受
到损失，其中涉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6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 187 处……

要保护好这些受到暴雨威胁的不可移动文物， 首先需要各地
能够充分重视起来，加强文物保护工作。 近年来，每到汛期，国家文
物局都会发文要求相关部门严阵以待，一旦发生文物损失，要立即
报告，妥善做好后续保护工作，搜集、保存好文物构件或者部件，将
文物损失降到最低。 在受到暴雨、洪水等自然灾害威胁下，可以通
过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实时监测、建设防暴雨的保护设施、加固维
修等办法进行保护，对于一些难以原址保护的文物，可以采取整体
搬迁、异地保护的办法进行保护……

在暴雨肆虐之下，“国宝级”文保单位大面积坍塌，不少文物受
损严重，暴露了不可移动文物保护面临的普遍困境。 要为文物撑好
“保护伞”，为他们“遮风挡雨”，就要做到未雨绸缪，将保护前置，这
样才能尽可能减少天灾对文物造成的损坏。 不仅有洪水、地震等天
灾可能对文物带来致命威胁， 像盗窃文物、 无序城镇化等人为因
素，也对文物造成严重破坏。 如何保护好这些散布于各地的国之瑰
宝，是对相关部门保护能力的考验。

要做好文物保护工作，防范暴雨、火灾、人为破坏等“天灾人
祸”的侵袭，需要各地政府守土有责，加大保护力度，对破坏文物及
保护文物不力的行为，依法依规予以严处，还要将保护前置，下好
保护“先手棋”，给文物筑牢“保护堤坝”。

愿更多的“姜萍”散发光彩
土土绒

近日 ，江苏 17 岁的中专生姜萍
引发关注。 在 6 月 13 日公布的 2024
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决赛名单
中，她以第十二名的成绩晋级。 进入
决赛的前 20 名选手中 ， 除了姜萍 ，
其他人均来自北大 、 清华 、 麻省理
工、剑桥等知名高校。

对于这个结果 ， 媒体大多惊叹
“竞赛爆冷”。 的确，姜萍来自江苏涟
水中等专业学校，专业是服装设计 ，
一名非数学专业的中专生在国际竞
赛中打败了众多名校 “学霸 ”，委实
令人意外。

毫无疑问，姜萍是有天赋的。 但
是， 正如她自己所说 ，“要是不努力
的话，你光有兴趣的话 ，这也是没有
什么用的”。 她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
绩， 最重要的还是源于她持之以恒

的努力。 学服装设计的她，只能用业
余时间自学数学，但她从没放弃。 在
老师的指导下 ，她不断钻研 ，从 《高
等数学 》《数学分析 》， 学到外语版
《偏微分方程》。

“天赋+努力 ”让姜萍这位中专
在读生一举成为红透网络的“天才少
女”。姜萍的故事让人们看到，过去被
人们忽视甚至看轻的中专等学校里
也藏龙卧虎，有着许多有才华的年轻
人 ， 他们若能够在某个领域施展所
长，就会散发出令人瞩目的光芒。

姜萍的光芒被人看见，有其幸运
之处 。 首先是她遇到了一位数学老
师， 他很快发现了姜萍的数学特长，
也带领她进入高等数学的天地。正是
因为他的鼓励，一度觉得自己“不配”
的姜萍才下决心参赛，也才有了今天

的一鸣惊人。
有人从他们的故事中联想到了

电影 《心灵捕手 》，认为这位数学老
师发现姜萍 ， 就像电影里蓝勃教授
发现了威尔的数学天赋一样 。 无论
这种对比是否确切 ， 其无疑都是一
个伯乐遇到千里马的故事 ， 人们喜
闻乐见。

然而在现实中 ， 我们对人才的
认定却有许多预设的条条框框 ，这
样不设门槛 、 不带偏见地评价一个
人的机会并不常见。 比如，很常见的
情况是 ，在招聘过程中 ，学历常常成
为一个硬杠杠，有些单位不仅要求应
聘者有本科或研究生学历，甚至还要
求他们出自 985 或 211 名校，仿佛只
要不出自名校，就不可能胜任工作。

现在，许多热心网友呼吁清华北

大等名校破格录取姜萍。这一方面反
映了人们对人才的爱惜，但另一方面
也暗示着一个尴尬的事实：即使是像
姜萍这样有才华的年轻人，如果没有
一个好的学历的话 ， 也很容易被埋
没。

姜萍是幸运的，她凭借自己的努
力找到了展现才华的舞台 ，但是 ，还
有更多有潜力的年轻人，他们或许并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优秀学生 ”，但
也有着各自的闪光点，渴望自己能在
某个领域一展所长。

期待社会消除学历歧视 ， 减少
“名校滤镜 ”， 以更开放的心态给年
轻人以更多元化 、更个性化的机会 。
不拘一格育人才 ，不以学历论英雄 ，
只凭能力较短长 ，那么 ，更多的 “千
里马”必将踊跃奔腾，大放光彩。

人工智能技术
不能这么用

卢 越
“西安突发爆炸”“重庆巫溪一民房发生爆

炸事故”……这些耸人听闻的消息，竟都是利用
AI 软件炮制的谣言———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日，
一些不法分子为赚取平台流量补贴， 实现流量
变现，利用 AI 合成技术编造谣言，严重扰乱社
会秩序。 多地警方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行政处
罚，并封禁其网络账号。

与以往靠自身发挥想象力杜撰“小作文”不
同，如今利用 AI 造谣的门槛和成本更低。 只需
要输入关键词，AI 软件就能自动在网络上抓取
素材生成文本， 再配上貌似和事件具有相关性
的虚假图片，一条图文并茂、“有图有真相”的谣
言就诞生了。

可怕的是，这一过程基本不需要人的参与，
就可实现谣言的批量生产。 比如，发布“西安爆
炸”虚假新闻的账号所属机构，最高峰一天能生
成 4000 至 7000 篇假新闻， 每天收入在 1 万元
以上， 而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某某经营着 5 家这
样的机构，运营账号达 842 个，这一数字触目惊
心，令人十分不安。

造谣难度降低了， 其产生的负面影响陡然
增大。 AI 造谣能生成极为逼真的图片、音视频，
这就颠覆了“有图有真相”的常规认知，蛊惑性
极强。 以新闻报道的口吻生成所谓的 “突发新
闻”，再配上耸人听闻的标题，短时间内就能快
速传播，让不明真相的民众轻信，易引发社会恐
慌，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对社会信息生态造成极
大的破坏，而相关部门的查证、辟谣则要浪费大
量的社会资源。

造谣、发布、扩散，说到底，是有人看到这背
后有利可图。 在警方查获的数起造谣案件中，当
事人将虚假消息发布在平台， 平台会根据文章
的点赞数和阅读量支付相应的报酬。 在这一规
则的刺激下，不法分子利用 AI 技术“加持”，追
求谣言更逼真、内容更猎奇、传播更快更广，博
取更多眼球， 从而牟取流量带来的巨大经济利
益。

刺破不法流量经济的美梦， 需要法律利刃
出鞘。 一些人奉行流量至上， 心中既无法律观
念，也无道德底线，甚至把冲撞法律红线的行为
当成流量密码、炫耀资本。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
在互联网造谣情节严重的， 将被依法追究法律
责任，这应该成为悬在每个网民头上的警钟。 同
时，惩处造谣的力度也要再有力一些，让造谣成
本再大一些。

谣言通过平台发布传播， 平台理应负起主
体责任。 作为具有技术优势的一方，平台要在内
容甄别、 阻断谣言、 防止扩散方面积极主动作
为。 现有的内容监管机制还有哪些漏洞、分成机
制是否合理、处罚措施是否完善，这些都应该成
为平台查漏补缺的重点。 对于造谣者，该警示警
示，该截流截流，该封号封号，让毒流量“利尽而
断”。

造谣手段在迭代，相关治理也要使出“加强
版”新招儿。 监管部门对网络谣言的出击一直在
持续。 面对 AI 技术生成的新型谣言，执法监管
要利用技术赋能，让识别谣言的精准度更高、阻
击速度更快、打击力度更强，斩断造谣背后的黑
灰产业链，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不能让“付费内推”扰乱就业市场
杨玉龙

毕业临近， 大学生应聘求职进入关键期。 网
络平台上， 一些求职中介推出 “名企实习” “内
部推荐” 等项目， 有的要价高达十几万元。 这些
服务的 “葫芦” 里卖的是什么 “药”？

高价的 “内推” 服务， 每年都在上演。 毕业
季临近， 各类 “付费实习” “包过内推” 广告又
多起来了。 有的机构很聪明， 公开宣传时一般只
说提供简历修改、 内部推荐、 面试辅导等正规服
务， 要价只有几百、 上千元不等。 但客户按照提
示添加卖家微信后 ， 他们会私下承诺 “包过内
推”， 但要价非常高。 至于 “包过内推” 的办法，
有的透露拥有直通企业上层的内部关系。

“付费内推” 是否靠谱？ 结合近些年媒体报
道来看， 并不靠谱。 一些求职中介推出的 “名企
实习” “包过内推”， 背后其实是一种诈骗套路。
在一投诉平台上， 以 “内推” 为关键词搜索， 发
现有不少求职者反映求职中介 “虚假宣传” “消
费欺诈 ” “拒不退款 ”。 况且 ， 现在互联网大厂
招聘越来越规范， 违规的 “付费内推” 基本没有
可操作的空间。

“付费内推” 之所以会存在， 就是一些不法
机构瞄准了求职者与招聘者之间的信息差和渠道
差。 例如， 有的讲授内容包括面试和简历投递过
程中的技巧等， 与公共平台上发布的学习资源和
技巧没什么差别， 机构宣传的那些内推渠道， 事
实上也就是一些网上的公共信息。 即便是有的企

业存在内部渠道， 其中的法律及安全风险也是并
存的。

“付费内推” 不可信不靠谱， 对其治理和依
法打击很有必要。 今年 5 月， 教育部部署各地各
高校开展 2024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 “百日冲刺” 行
动， 帮助毕业生防范 “黑中介” “招聘付费” 等
就业陷阱 ， 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严厉打击招聘欺
诈、 恶意解约、 “培训贷” 等违规违法行为。 但
更重要的是， 须与整治劳动用工和人力资源市场
同步， 为劳动者营造放心的就业环境。

企业强化管理也至关重要。 据报道， 几年前，
腾讯集团就发布过一起反舞弊调查： 多名员工与
外部求职中介合作 ， 由中介机构负责招募实习
生， 腾讯员工负责安排实习生进行虚假的远程实
习， 从中分利。 对于其他企业而言， 类似的隐患
是否存在 ， 值得引起注意 。 要通过堵塞管理漏
洞 ， 规避 “付费内推 ” 等违规行为出现的可能
性。

此外， 实习制度体系的完善也需要重视。 据
受访专家表示， 当前高校学生面临的一大困境是
急需实习机会以获得职业体验和毕业证明， 这恰
恰成了某些商业机构的利用目标。 造成这一问题
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在保险、 劳动保障、 教师指导
以及劳动报酬等方面缺乏统一和规范的实习制度
体系。 而这也正需要政府相关部门、 高校及企业
共同发力， 弥补此短板。

智能家居岂能“同屏”割据
钟 颐

喊了多年的智能家居联通难题，
再度引发热议。 据《工人日报》报道，
大部分智能家居 APP 生态封闭、各自
为战，每购置一个品牌的智能家居产
品，就需下载一个 APP。 就在前不久，
“买了 5 台家电后， 我被迫下了 4 个
APP”的话题，也登上了微博热搜。

开灯 、关空调 、拉窗帘……智能
家居的初衷，本应是“一键即达”。 若
是动辄就要下载 APP，每一个都得单
独注册，以至于要用的时候 ，该选哪
一个，一时都反应不过来 ，如此稀碎
的体验，试问还有什么“智能”可言？
无怪乎有人吐槽：“有这功夫，还不如
直接走过去。 ”

如何打通壁垒，技术上并不难。问

题出在哪儿？ “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
在互联网的“江湖”中，流传着这

样一句话：“做产品，不如做生态。 ”为
了“占领屏幕”，各品牌纷纷推出自家
平台，一边收集用户数据 、增强用户
黏性， 一边为自家其他产品引流，从
而形成品牌生态闭环，抢占智能家居
的更大市场。 既然要做成“闭环”，其
接口自然不会主动对外开放，原应互
联互通的平台 ， 由此变得 “山头林
立”。 消费者若是全部购买同一厂家
的产品，虽然省去了不少麻烦 ，但多
少也牺牲了一些选择自由。

这种 “跑马圈地 ”的商业逻辑并
不陌生。 前些年，同样是为了划分智
能家居市场，厂商们纷纷推出智能音

箱，掀起“入口争夺战”。 又如，在智能
电视市场中， 各平台都想分一杯羹，
名目繁多的会员体系 、 槽点满满的
“套娃”收费，便应运而生。 今天的“同
屏”割据，不过是“重复昨天的故事”。

经典的奥卡姆剃刀原则认为 ：
“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内卷”的结
果是不必要的“内耗”。 总想着“攻城
略地”，不仅造成了重复开发，也不利
于形成集群效应。 长远来看，当智能
家居从单品智能迈向全屋智能，如果
受限于平台之争，难免会影响行业形
象和消费信心。

强调合作 ，不是不要竞争 ，而是
明确自身定位，在设备与设备 、产业
与产业之间加强协同 ， 共同做大蛋

糕。 有业内人士建议，可考虑由相关
主管部门出面或牵头、 大企业参与，
共同打造一个智能家居操作系统，吸
纳尽可能多的品牌产品在系统内运
行。 今年 4 月，工信部批准发布了《移
动互联网+智能家居系统跨平台接入
认证技术要求》 等 454 项行业标准，
向着实现较大范围的互联互通迈出
重要一步，值得肯定和期待。

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提出，积极培育智能家居等新的消费
增长点。 有报告显示，2024 年智能家
居市场规模将达 7848 亿元。 面对机
遇和红利， 各方还应凝聚行业共识，
寻求“最大公约数”，多一些用户思维
和发展远见。

切勿轻信
针对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高价”志愿填报指导服务，教育部 6 月 18 日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应

谨慎对待市面上的各类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切勿轻信“高价”指导咨询，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志
愿填报风险。 新华社 发 勾建山 作

一张特殊的留言条
袁 毅

近日，在我所教学的学校里，一个学生在校园里捡到一张校园
卡，在未来得及联系和归还失主时，他暂时将卡保管在自己身上。
第二天早餐，因就餐匆忙他错刷了卡上五元钱，随后该同学写下了
一张留言条，并附上五元现金，一并交到了学校值班室里。

看着这张温暖的留言条， 它稚嫩的笔迹和彰显出的心灵之质
朴、纯净，令人感动和欣慰，也令人心生敬意。

在今天，五元钱能够做什么呢？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可以买到两
支水笔或两个作业本，也可以买到一瓶饮料或一个汉堡，大约如此。

但是，若将这小小的五元钱放在诚信的天平上，它却足以擎起
一个少年沉甸甸的人格力量！

古人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诚实守信自古
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曾子杀彘、一诺千金、徙木为信等
诚信典故妇孺皆知，传为佳话。 在今天，诚信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价值准则之一，从法治角度来说，更是公民的第二张“身份
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强调诚信的
重要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提出“弘扬诚信文化，健全诚信建
设长效机制”。 近年来，国家加快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建立了覆
盖各领域的信用记录，完善了覆盖全社会的信用信息网络，大力弘
扬诚信文化，并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等多种途径打击不诚信的反
面典型，大刀阔斧推进诚信国家和诚信社会建设。

学校是育人的摇篮，承担着立德树人的核心任务。 就学校教育
来说，重视和推进诚信校园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意义深远而
重大。 各类学校应立足校园实际，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诚信教育活
动，大力宣传诚信榜样，将诚信的“种子”从小灌输到每个孩子的灵
魂深处，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这既是弘扬中华诚信
美德、捍卫诚信民法原则、高质量推动校园精神文明建设的应有之
举，更是秉持“办人民满意教育”的初心、坚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的教育使命的切实践行和必然要求。

诚信无小事，贵在见行动。 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坚
持“五育并举，德育为先”的要求，在大中小学校广泛而持之以恒
地营造“人人学习诚信榜样，人人践行诚信美德，人人争做诚信之
星”的良好校园氛围，让诚信的花朵开遍校园的每个角落，才能培
养一代又一代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合格接班人和建设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