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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民企，更好扩大就业

“学历提升”诈骗，为何屡屡发生

清明期间，一位名叫李敬芳的
90后入殓师火了，因为她穿上寿衣
直播，讲解殡葬相关知识。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她说希望能有更多人

了解这个行业，“不要把我们当瘟神”。
这位90后入殓师的故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能够反映当前殡葬从业者面临的社会现状。一方
面，她的主业是帮逝者化妆、刮净胡子、修剪指
甲。她说，第一次服务逝者的时候，心惊胆战，手
也发抖，而在化完妆之后，逝者一家人给她鞠了个
躬。另一方面，这名入殓师是位母亲，有个 10岁
的女儿，她没有明确告知女儿自己的职业，女儿只
知道妈妈是位化妆师。

逝者家属的敬意与社会的另类眼光之间是一
种强烈的冲突，或者更直白点说，很多殡葬从业者
没有获得他们应有的尊重。“不要把我们当瘟神”的
潜台词是，有人把他们当瘟神。在另一位入殓师陈

晓凤的直播间里，不时也会出现诸如“你干这个活
肯定嫁不出去，换工作吧”“你们赚的都是死人的
钱”“晦气”等网民评论。更别提“不能说‘再见’”

“多年不参加亲友喜事”。应该说，干这行的人不仅
需要努力避免本能的恐惧，还要对抗外界的眼光。
长此以往，他们可以说是在陈旧社会观念的PUA
下被边缘化了，仿佛从事着一种见不得光的职业。

然而，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殡葬业
的人才缺口也越来越大。教育部于 2022年将现
代殡葬管理专业纳入当年的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
补清单，隶属于公共管理与服务大类，专业层次为
高职本科，学生毕业后将获得管理学学位。培养
层次虽然在提高，但对从业者本人及家人的歧视
无疑会阻碍行业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需求的满
足。换句话说，在职业教育已经遭受一定社会偏
见的情况下，殡葬本科能招收到多少学生？恐怕
前景不容乐观。所以，根子还在社会要把殡葬当

作一个正常职业来看待。
让殡葬从业者获得实实在在的尊重需要引入

新的社会观念。这些年，随着社会观念的进步，我
们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另一个世界”“星星”与孩
子聊死亡，但生命教育不应该有两副面孔，一面是
浪漫的、轻松的，而一面是恐怖的、不幸的、歧视
的。当然也要看到，社会对殡葬业的偏见和歧视
固然应该消除，但行业自身也有不少亟须规范之
处，只有两头用力，才能塑造新的行业面貌。违规

“殡葬一条龙服务”作为行业乱象的一个代表，常
利用信息不对称和逝者家属的悲伤情绪牟取暴
利，有的从逝者在医院时就开始下手，影响极坏，
很容易使社会对殡葬从业者的认知从“给生者以
安慰，予死者以体面”滑向“盼着人死的丧门星”。
对此类现象如何治理，是相关部门需要讨论、拿出
态度和方案的。只有两方面“里应外合”，才能真
正使殡葬从业者获得尊重。据《南方都市报》

一起努力，改变对殡葬从业者的刻板印象

一些网友原本想花钱拿到全日制本科学历，
没想到钱交了，机构却疑似跑路。

据报道，近日，有类似经历的网友，组建了一
个华瑞教育维权群，他们已支付的费用少则千
元，多则近十万元。

不参加任何学习和考试就能拿学位证书？
只要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居然有这样的

“好事”。
天上不会掉馅饼，为何还有人偏偏会掉进这

样的“坑”里？所谓“全程托管”（在校期间所有作
业、考试以及毕业论文都由机构代为完成）的特
殊学习方式，让一些急于求成的人觉得似乎存在
一条花钱买学历的终南捷径。

随着公众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不少人确实
存在提升学历的刚需，这给某些人提供了趁虚而
入的机会。相关高校招生办老师明确表示，没有

花钱入学的方式，学生退学了不可能再补
录。

个体固然要提高警惕，但一再发生的
类似骗局，还得好好查查背后是否存在某
种利益链。

很多被曝光的招生诈骗事件中，骗子
通常会谎称某高校名额没能招满，通过花
钱打点可让考生获得补录名额，以此骗取
钱财。华瑞教育的宣传，细节固然有所出
入，但套路如出一辙，究竟是在骗人还是确
实有路子，理应彻查。如果是诈骗，那就应
该严肃依法惩处；反之，更要挖出背后的黑
色利益链并连根铲除。

这一次的“学历提升”陷阱，再度警示
切莫相信“保过”“免试”等类似承诺，避免
上当受骗。 （据《钱江晚报》胡欣红）

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启动
2023年民营企业服务月活动。服
务对象不仅有民营企业、中小微
企业、个体工商户，还有高校毕业
生、退役军人、脱贫劳动力、登记
失业人员、农民工等等，旨在千方
百计帮助民营企业纾困解难，助
力稳岗扩岗。

一直以来，民营企业都是稳
就业、促就业的主力军，要想保障
就业和民生，其关键还在于稳企
业，尤其是提供了大量工作岗位
的中小微企业。在多措并举共促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当下，通过深
入民营企业进行调研走访，了解
招聘用工需求，提供政策落实、用
工指导服务，举办线上线下招聘活动，有助于提
升企业吸纳就业能力，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稳就

业、促增收中的积极作用。
（据《湖南日报》图/文 王琪）

如今，直播带货已司空见惯，
可你见过直播带人吗？

“这个学生如果错过了，你真
的会后悔！”对着镜头，浙江理工大

学经管学院党委副书记李孝明手拿毕业生简历，
声情并茂地推荐着学生……不久前，这场“直播带
人”火遍全网。一名因直播推介而取得面试资格
的学生说，“自己成了全网羡慕的学生，很感动，也
很感恩。”直播后，还有外省企业主动联系学院，希
望能从后续的直播中找到需要的人才。

有网友说，这才是直播的正确打开方式。其
实，这种获得学生、企业、网友多方点赞的新模式，
何尝不是一种解开“促就业”这道题的新逻辑？近
年来，大学生求职难与企业招工难并存，引发社会
广泛关注。促就业是多元主体共担的责任，也是
多元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能不能在网络资源中
开掘出新的蓝海，要看脑筋够不够灵活、招数够不
够多样。

这场别具一格的直播带人，胜在形式的出新，
更胜在思路的开拓。以往，传统的校园招聘存在信
息不对称、“求”与“招”之间不匹配等问题。如今，
老师直播充当“中介”，把带着互联网营销基因的模
式转化成为帮助毕业生求职的平台，为就业季注入
了一种新活力。他们懂学生的意愿，也了解企业的
需求。如此精准匹配，往往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这样的创新并非孤例，今年春节后，有关部门
在务工人员返程的火车上办起招聘会，优质企业上
车宣讲，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有的学院开发“简历
优化实验室”“数智就业”等小程序，用AI技术帮助
学生完善简历、匹配信息……

互联网是一股强大潮流，也是一种思维方
式。用一句网友的话说，把网络“玩明白”了，运用
到极致，就会创造无限可能。善用因网而兴的技
术，善解“流量密码”，不断丰富应聘岗位与就业场
景，实现线上线下的融合式发力，更高效地连接企
业与求职者，新模式新方法的社会价值、公益属性
就会在促就业中发挥出最大力量。

又是一年毕业季，骊歌唱起，青春再出发。“自
助者天助”，国家宏观政策、校方的用心用情，都离
不开个体的努力：年轻人不妨把眼界放得更宽一
些、视线拉得更远一些，在新时代新赛道上勤于
思、敏于行，人生的选择就会更多一些，向前的道
路也就更清晰一些。 （据《天津日报》闫丽）

直播带人
为啥火遍全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