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调查发现，市场的火爆导致月嫂行业良莠
不齐，交一两千块钱，培训7到10天，拿着培训中心颁
发的五花八门的证书，就可以出师接单。安徽的一位

“准妈妈”马女士说，市场上存在大量的月嫂中心及
相关机构，其从业人员所持有的证书难辨真假，而且
消费者也不知道该依据哪个部门对此进行鉴定。（4
月1日《央广网》）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对月嫂的需求达400万人，而
现有实际从业人员不足100万人。当市场供给出现大

的缺口，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服务价格比较高；二
是服务质量难保证。就月嫂市场而言，有的“金牌月
嫂”月收入三四万元，但服务却不专业。

月嫂别称母婴护理师，这意味着其服务必须专
业。然而，雇主在聘用月嫂之前，往往只能从相关证
书来看月嫂是否经过专业培训，但很多月嫂所持资
质证书，并非通过严格培训得来，一般是经过简单的
培训就能拿证，甚至是花钱买证书。

当前，月嫂培训至少有三“乱”：培训7到10天；课
程五花八门；证书并不统一。培训时间这么短，能不
能学到专业服务让人怀疑，但拿的证书“高大上”。课
程五花八门，意味着培训内容并不规范；而证书不统
一，说明发证机构很乱。

就发证机构而言，多到让人记不住。培训机构自
己发证，家政协会也发证。此外，还有商业联合会、人

才研究会、某某培训网等机构也在发证，都自称全国
通用。雇主显然很难辨别这些机构有没有发证资格，
证书是真是假，月嫂们则利用这类证书提高身价。

月嫂培训乱象最终损害的是雇主权益。雇主付
费后却没有得到应有的专业服务，甚至有可能受到
伤害，这已经有先例了。同时，这类乱象也给全面二
孩政策落地添乱，影响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实效果。

因此，为保障雇主权益和落实全面二孩政策，有
必要对月嫂培训市场进行全面整顿。其一，月嫂经过
哪些培训以及发哪些证书要大致统一；其二，谁来培
训和发证，也要进行统一规范；其三，相关证书要在
统一平台可供雇主查询。另外，还应该把月嫂培训纳
入我国职业教育体系。

目前，我国虽然出台了《家政服务母婴生活护理
服务质量规范》等国家标准，也印发了《家政服务提

质扩容行动方案(2017年)》，但仍然没有解决月嫂市场
乱象，其中月嫂培训乱象尤为突出。所以，针对月嫂
培训乱象，急需法治规范。

商务部日前消息称，我国将建立家政服务业信
用体系，并实施守信主体“红名单”和失信惩戒“黑名
单”制度，未来消费者选择家政服务人员时将可参考

“红黑名单”。这些举措是必要的，但不能解决月嫂培
训乱象。《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只有“育婴员”“保育
员”也不能适应社会发展。

月嫂工作涉及母婴护理、保健、急救等多种知
识，比一般保姆要求高很多。据说，英国、美国、日本
等国家的很多大学都设有家政系，菲律宾的家政服
务更是全球公认。要想提高我国包括月嫂在内的家
政服务人员专业素质，有必要在职业院校开设相关
专业，让月嫂受到体面、正规的专业培养。

互联网在方便人们生活的同时，个人隐私
保护问题也日益凸显。去年8月，中国消费者协
会发布的《APP个人信息泄露情况调查报告》
显示，超八成受访者曾遭遇个人信息泄露问
题。（4月1日《经济参考报》）

互联网时代，我们的隐私到底还剩多少？
恐怕没有一个确切答案。对于公众而言，所能
感受到的是自己的隐私可能分分钟钟被泄露。
最为常见的就是，推销电话、短信骚扰、诈骗
电话、垃圾邮件防不胜防，而且极具精准性。

破解隐私泄露，首先应靠法治。1月25日，
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
四部门联合发声，要求APP运营者收集使用个
人信息，应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而
对于违规者唯有施以严厉的法律惩治，才能有
效遏制违法犯罪活动。其次，企业须守法负
责。作为经营主体，依法行事既是保障用户权
益的需要，更是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其
三，法规短板须补齐。目前，对APP开发者来
说，仍缺乏相应的个人信息收集规范；现有法
律没有明确企业大数据的产权归属问题，没有
一部法律说清楚消费产生的大数据归谁。面对
新形势新问题，亟待从法律法规上完善个人信
息收集与使用标准。

3月28日，在国家网信办指导组织下，抖音、快
手、火山小视频等试点上线青少年防沉迷系统。今
年6月将在全国主要短视频平台全面推广。（3月31
日《新京报》）

有关统计显示，截至2018年12月，短视频用户
规模达6 . 48亿个，大部分为青少年用户。其中，20%
青少年“几乎总是”在看短视频，“每天看几次”的
也接近10%。青少年上瘾沉迷于观看短视频之中，
这必然会耽误学习，荒废学业，不利于青少年儿童
的健康成长。

在这种情况下，上线青少年防沉迷系统，是必
要的监管手段，但防沉迷系统由用户自主选择，这
无疑存在漏洞。因为青少年儿童用户为了长时间
玩抖音、刷快手，不可能自己自主选择防沉迷系
统。即便家长给孩子选择了防沉迷系统，孩子也可
以通过修改密码取消。因此，要让防沉迷系统发挥
效力，应当由短视平台根据用户的实名认证信息
资料强制启动，这在技术上不是难事，只要配合人
脸识别技术就能做到。

（文/张立美 漫画/张建辉）

清明祭扫高峰渐至，按照北京市城管执法
局的统一部署，在清明祭扫高峰日即3月30
日、31日及清明小长假期间，北京市城管执法
机关将向八宝山等重点地区和其他祭扫人流密
集地区倾斜执法力量，在23个市属祭扫点周边
落实执法人员实名制盯守，清明祭扫高峰首日
全市环境秩序良好。（3月31日《北京青年
报》）

在我国，受文化习俗和传统观念影响，还
有许多地方流行清明祭扫烧冥币、祭品的陋
习。这种带有封建迷信的陋习，不仅与当今文
明社会格格不入，而且损害了绿色环境，更危
及了公共安全。然而，出于对民间风俗的尊
重，对于这种陋习，各地均采取了既不提倡、
也不禁止的宽容态度。如此语境下，今年清明
节前夕，北京重点查处焚烧冥币、祭品行为，
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不可否认，清明焚烧冥币、祭品，作为一
种风俗，时间也不算短了。然而，时下日渐富
裕起来的国人，祭祀之风也向着“奢靡”的趋
向蔓延，除了冥币，纸扎的金山银山、LV、
别墅、房产证等“奢侈”祭品赫然在列；如此
祭品，不能不说是社会病态心理的表现。虽然
花的钱并不是很多，但是对于民俗文化的负面
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奢靡”扫墓之风盛行，势必会加重现代
人心理和经济的双重负担。特别是，在人口负
荷较大的今天，环境的承载能力，远非过去可
比，过度的祭祀，所耗费的资源，除了显性的
金钱损失外，潜伏在浪费背后的纸张生产对森
林植被的破坏、对水体环境的污染，也是客观
存在的事实。因此，不管是出于思想进步和社
会文明的需要，还是基于公共安全的考量，摒
弃焚烧冥币等陋习，倡导丧葬、祭扫文明，十
分紧迫。

要看到，市民思想观念的转变，是传承和
创新殡葬文化的关键所在。加强殡葬改革的宣
传，不断提高市民的文明素质，引导他们转变
观念，破除陋习，移风易俗，尤为重要。特别
是，对于办理丧事、祭祀活动妨碍公共秩序、
危害公共安全、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公
安机关应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应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总之，清明节理应是一个公众追思先人德
行、反思自身行为、示范教育后人的契机，除
承载道德传统之外，还需承担环境与文化的影
响。因此，清明更宜祭清风，一捧黄土、一束
鲜花、一株绿色、一片追思，足矣。还民俗文
化以清纯风气，留子孙后代以清洁环境，或许
是对先人最好的告慰。

国家发改委日前发布《关于持续深入推进降
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工作的通知》，要求深
入推进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更大范围、更大力
度降价，确保降价取得实效，不得只降低淡季价
格、不降低旺季价格。（3月31日中新网）

去年，一大批国有重点景区进行门票价格调
降，给消费者带来了一定的实惠。但整体来看，
降价幅度有限，甚至存在“明降暗涨”“降门票
涨服务价格”等问题。

目前来看，各地景区依然严重依赖“门票经
济”，门票收入占比过大，挤压了游客在其他方
面的支出，形成畸形化商业模式，旅游产业链发
展非常不健康。一些地方政府亦将景区门票当成
“唐僧肉”，各个部门都想切一块蛋糕，而景区
门票降价后，这方面的收入必然减少，受到地方
政府的软抵制，亦在情理之中。

因此，在深入推进景区门票降价之际，需要
先解决景区与地方政府部门的利益关系，明确景
区收支路径细化。只有实现专款专用，禁止有关
方面染指，彻底斩断利益纠葛，方能推动降价政
策落地。同时，应对景区门票降价予以量化考
核，制定降价幅度细则，将服务收费项目都纳入
其中，核算总体成本，作为衡量降价幅度的参考
值，以杜绝景区暗渡陈仓，确保门票降价落到实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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