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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 ，“一开始说是免费体

验，结果很快就开始卖课了，各种话术诱

导你买。 ”今年72岁的李玲在“老年大

学”上了几节课后深感自己“掉进了一个

连环套，钱花了不少，但什么也没学到”。

报道中李玲的遭遇， 绝非个例。 一

些不良商家盯上了老年教育这块 “香饽

饽”， 以 “办老年大学” 为幌子， 打着

“免费体验” “名师授课” 的旗号， 将

推销课程包装成 “学习机会”， 诱导老

年人掏钱购买高价课程 ， 赚取高额利

润， 导致一些老年人掉入消费陷阱。

很显然， 这令人痛心。 众所周知，

老年大学是为解决老年人老有所学而创

办的一种特殊的大学， 旨在满足老年人

增长知识、 丰富生活、 陶冶情操、 促进

健康、 服务社会等需求， 这种综合性的

教育模式使得老年大学成为老年人真正

的精神家园。

而如今， “老年大学”被异化为“推

销场”， 这不仅是对老年大学的扭曲，无

疑还给那些热爱学习和改变的老年人泼

了一瓢冷水。要避免这种现象，显然不是

靠相关部门友情提示所能奏效的。 应该

看到，出现如此错位，除了老年人普遍存

在信息获取渠道有限、 防范意识薄弱的

问题外， 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真正的老

年大学总量不足， 机构质量良莠不齐，

教师资质难以保证等因素。

根据中国老年大学协会发布的 《中

国 老 年 教 育 发 展 报 告 ( 2019—

2020)》， 目前我国老年大学的办学性

质主要包括政府办学、 公办民助、 民办

公助、 社会办学几种， 其中以政府办学

为主， 约占老年大学总数的 70％以上。

可以说， 正是市场需求让民办老年

大学、 教培机构 “活” 了起来， 还有不

少企业以老年教育作为切入口， 从事老

年教育相关活动， 当各类主体一窝蜂涌

进老年教育这个赛道后， 便出现了 “泥

沙俱下” 的现象， 衍生出卖课的、 卖药

的、 卖保健品的怪事。

2024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

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

见》，文件中提到，创办老年大学必须经

过教育部门的审批， 取得办学资质才能

招生。 其间，必须接受监管部门的监督。

这些意义上， 还需要相关部门着眼

大局 ， 加大对公办老年大学的投入力

度， 加大对民办老年大学的监督力度，

比如完善法律法规、 明确监管主体、 建

立维权机制、 加强宣传引导等。

警惕“老年大学”被异化为“推销场”
□ 贺成

“女演员自曝肇事逃逸”是法盲行径

崔漫莉在直播间态度轻佻、 毫不

避讳地爆出了自己曾经酒后驾车、 两

次无证驾驶， 撞坏了别人的车还选择

逃逸等一系列违法行为 ， 宛如 “法

盲” 一般的行径， 已经让人非常震惊

了。 更令人震惊的是， 在她的奇葩言

行引发广泛争议后 ， 她居然又改口

称， 这一切都是做梦梦到的， 如此睁

着眼睛说瞎话的行为， 更让人瞠目结

舌， 不禁让人质疑： 她到底是把自己

当小丑， 还是在把网民当傻子？

崔漫莉之前讲的经历或许是真

的 ， 因为她讲述的时候有大量的细

节， 而且讲得非常生动， 比她的演技

自然多了， 但她可能觉得时过境迁，

没有确凿证据能证明她的违法行为，

因此在口不择言自曝后又感到后悔，

试图用 “做梦” “乱吹牛” 等荒谬说

辞来逃避责任。 然而， 警方已经介入

调查， 是否能找到证据， 如何追究其

法律责任， 都不是她嘴皮子一碰就能

说了算的。

另一种可能性是， 崔漫莉为了博

取眼球， 直播时故意编造情节或夸大

其词，试图迎合部分网民的猎奇心理。

自曝之后她看到有了热度， 索性就装

疯卖傻到底， 说不定还能 “黑红” 一

把。 毕竟现在流量就是真金白银。

不过， 这种得意算盘显然是打错

了。 身为公众人物， 应该充分意识到

自身言行举止的影响力， 公开炫耀自

己的违法行为，扰乱网络秩序，挑战法

治精神，无论所述是否真实，都已经涉

嫌违法。 虽然俗话说：“吹牛不犯法”，

但是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乱吹牛”造

成不良社会影响， 给公众传递错误信

号， 同样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舆论的焦点应该聚焦于崔漫莉行

为的错误性和危害性， 呼吁明星艺人

谨言慎行，做好表率，而不是被她牵着

鼻子走。平台更应该重点关注其言行，

涉及违规行为的要及时处理， 并向有

关部门报告。 绝不能因为一时的热度

而放任其满嘴跑火车， 拿负面新闻来

自我炒作。 万万不可让她真“吃到”了

知法犯法、“黑红也是红” 的脏流量，

破坏社会的法律秩序和良好风尚。

至于崔漫莉本人， 当务之急不是

继续发表 “雷言雷语”， 来展示自己

的法律知识有多匮乏， 道德底线有多

低下。 而是赶紧从蒙昧无知的梦中清

醒， 抓紧时间道歉认错， 积极配合警

方调查， 负起自己应该负的责任。 如

果继续试图巧言令色来逃避责任， 只

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舆论

旋涡中越陷越深。

综合自新京报网、 极目新闻等

马九月整理

明星身份， 并不会成为违法行为

的遮羞布。 公众人物的违法行为， 也

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和社会的谴责。

即便没有摄像头 ， 也会留下蛛丝马

迹， 到底是一时信口开河， 还是确有

此事， 当地交通部门不妨也查查。

酒后无证驾驶本身就是对交通法

规的公然挑衅， 而肇事逃逸更是对他

人生命安全的极度漠视。 如果属实，

崔漫莉既违反多项法律法规， 也严重

违背了社会公德。 而崔漫莉却在直播

中 “炫耀”， 这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的姿态， 难怪网民戏谑， “这是本色

出演” “戏里戏外一样蠢”。

作为公众人物， 崔漫莉的行为无

疑是向社会传递了极其错误的信号。

部分明星凭借知名度获取丰厚收益，

却未能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甚至将

违法行为视为特权象征。 这种扭曲的

价值观念， 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 也

严重影响了社会风气。

艺人的行为具有极强的示范效

应。 年轻粉丝群体往往会模仿偶像言

行举止。 当艺人将自己的违法行为轻

描淡写地公之于众， 很容易误导青少

年形成错误的价值观念。

因此， 公众人物应以身作则， 遵

纪守法 ， 也应珍惜自己的社会影响

力， 用实际行动传递正能量， 积极发

挥明星的正面榜样作用。

  近日，有网民爆料《甄嬛传》的余莺儿

的扮演者崔漫莉，在社交平台直播时自曝

酒后无证驾驶，且肇事逃逸。视频中，她表

示曾在横店拍戏的时候，喝酒以后开车撞

到别人的车，她和朋友逃逸住到了另一家

酒店。 第二天还回到事发地，询问有没有

监控，崔漫莉说：“摄像头坏了，那我还怕

个屁啊。 ”相关话题引发关注，有网民指

出， 这种将违法行为当作谈资的轻佻态

度， 不仅暴露出其逃避责任的侥幸心理，

更折射出个别艺人法律意识的淡薄。

当地交通部门不妨去查查

网络“乱吹牛”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观
点

据媒体报道， 2 月 11 日晚， 那个

曾在汉江冰冷江水中奋勇救人的 “白龙

马”， 因病情过重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

2 月 4 日， 在汉江湖北仙桃段， 一名男

子意外落水 ， 情况万分危急 。 就在这

时， “白龙马” 和它的主人没有丝毫迟

疑， 迅速冲入刺骨的江水中， 与同行的

两人齐心协力， 成功救起落水者。 上岸

后， “白龙马” 便发起高烧， 大家的心

都悬了起来。 本以为它能逐渐康复， 可

11 日清晨， 它的病情突然反复， 尽管

各方全力抢救， 依旧无力回天。

“白龙马”的这一系列经历，自始至

终都紧紧揪着大众的心。 它英勇救人的

行为，是“见义智为”的绝佳典范。在那千

钧一发之际， 它和主人不仅展现出了非

凡的勇气， 更有着对救援时机和方式的

精准把握。它们没有贸然行事，而是以最

有效的行动，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同时，成

功挽救了一条生命。 这种见义智为的举

动，无疑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但在现实社会中， 见义智为的行为

仍存在诸多不足。 从日常生活里的小意

外， 到紧急突发的重大灾害， 都能看到

一些本可避免的悲剧发生。 比如， 当路

上有人突发疾病晕倒， 不少路人只是远

远观望， 不敢上前帮忙， 原因在于他们

不确定自己的急救措施是否正确， 害怕

好心办坏事。 还有在一些火灾现场， 部

分人因为缺乏消防知识， 不仅无法帮助

他人逃生， 甚至自己也陷入危险。 这些

现象反映出， 公众在面对危险情况时，

普遍存在急救知识匮乏、 应急处理能力

不足的问题， 这大大限制了见义智为行

为的发生。

见义智为不足的背后， 有着复杂的

社会心理因素。 一方面， 人们对自身行

为可能带来的法律风险心存顾虑， 即便

《民法典 》 等已有紧急救助免责条款 ，

但在实际生活中， 一些救助纠纷案例仍

让大众担忧。 另一方面， 快节奏的现代

生活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相对冷

漠， 很多人担心卷入他人的麻烦事中，

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困扰。

见义智为， 是勇气与智慧的完美结

合。 我们在大力倡导见义勇为的同时，

更应注重对公众进行见义智为的引导和

培养 。 急救知识和技能的普及尤为关

键， 像心肺复苏、 火灾逃生、 海姆立克

急救法等， 这些知识应成为每个人的基

本素养。 学校可以将急救知识纳入日常

课程， 社区和单位也应定期组织培训，

让大家在面对突发状况时， 能够冷静应

对科学施救 。 同时 ， 完善相关保障机

制， 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给予见义智为者

充分的表彰和奖励， 形成良好的社会风

尚。

“白龙马” 虽不会言语， 却用行动

生动地诠释了见义智为的真谛 。 关注

“白龙马”， 就是关注社会的道德坐标，

呼唤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正义与善良。 期

待更多人能够以 “白龙马” 为标杆， 在

生活中积极践行见义智为， 让社会充满

温暖与希望。

关注“白龙马”是在呼唤“见义智为”

□ 余明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