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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宏磊

这个春天，聊城在省会济南的高校
圈，彻底“火”了。

如何迅速拉近与高校学子之间的
距离？美食是最好的突破口。“味你而
来·青聊有约”，在山东财经大学举办的
聊城地方美食与招聘岗位推介活动，拉
开了我市青年人才招聘系列活动的序
幕。

“要留住一个人的心，首先要抓住他
的胃。”聊城招才引智，美食进校园活动
就是“排头兵”。琉璃丸子、马蹄烧饼、临

清什香面、冠县酥肉、阳谷肉盒……一
道道聊城美食如一扇扇窗户，让高校
师生重新认识了聊城这座充满烟火气的
城市。

自今年3月下旬开始，为深入贯彻中
央、省委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大力实施

“人才兴聊”战略，市人才办抢抓高校毕
业生招引的“窗口期”，在集聚优秀青年
人才方面聚力攻坚突破，大力实施“青聊
有约·琢玉行动”系列活动。

赢得青年，方能赢得未来。系列活
动将常态化开展，我市拟赴北京科技大
学、上海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持续开

展非遗文化和美食推介进高校等活动，
传播聊城文化、展现水城魅力，吸引更多
的青年人才关注聊城、留在聊城。

美食，是最容易也是最直接体现一
座城市风味的媒介。聊城的美食文化丰
富多彩、源远流长。品聊城美食，既有伊
尹“治大国如烹小鲜”、成就一番雄图霸
业的豪气干云，亦有“融汇八方、自成一
派”，满是百姓烟火、市井记忆的运河风
情；既有水浒好汉的万丈豪情，化作水浒
宴的近百款菜品，还有“阿胶一碗，芝麻
一盏”，让浮躁的心灵找到安宁的养生文
化。

以美食为媒介引来天下英才，是
聊城求贤若渴的鲜明态度。聊城市抢
抓高校毕业生招引的“窗口期”，以聊
城美食为媒介，举办青年人才招聘系
列活动，增添城市魅力，彰显城市气
质 ，进 一 步 拓 宽 了 青 年 人 才 引进渠
道。

青年，是一座城市发展的希望和未
来。当下的聊城，正全力打造青年友好
型城市，努力创造良好环境、提供优质服
务，让青年成长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双
向奔赴。

食为媒，引英才

□ 郝凯

近日，聊城 6 人因为网络暴力被处
罚，公安机关同时公布了与其相关的5起
典型案例。在这些案例中，网络暴力的
形式多样，既有在网络直播时口无遮拦，
还有在短视频平台恶意中伤，发布一些
具有诽谤性、污蔑性的图文视频，严重侵
害当事人的人格权，严重扰乱网络秩序、
破坏网络生态。用法治方式铲除网络暴
力，不仅是社会各界的共同愿望，也是法
治社会的必然要求。

网络空间的内容庞杂繁复，“按键伤
人”现象层出不穷。造谣诽谤，谩骂侮
辱，每一次键盘的敲击都可能化为“利
器”，“刺”向无辜的受害者。对于网络暴
力，很多人有一种“法不责众”的看法，殊
不知，一旦构成比较严重的犯罪，是不存
在“法不责众”的情况的。网暴者不管是

躲进电脑、手机里面，还是藏在昵称、头
像后面，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应有的
代价。公安机关通过技术手段侦查，能
够很快找到网络暴力实施者，然后检察
机关可以提起公诉，最后由人民法院审
判、量刑。去年7月28日，最高检发布9
起依法惩治危害国防利益、侵犯军人军
属合法权益犯罪典型案例，其中一女子
发微博侮辱英雄烈士董存瑞，以侵害英
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
个月。

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着
你。每个人都有权利在网上发出自己的
声音，而发布的言论能够产生不同的影
响，善意的语言会温暖一个人，恶意的评
论会对人造成伤害。最好全面地了解一
件事后，再进行评价。同时，如果看到他
人遭受网络暴力，我们要有勇气去保护，
哪怕实在不愿意或者不敢牵扯到网络暴

力中，也不要给施暴者更多的关注，否则
自己无形中也可能会变成施暴者。很多
参与网络暴力的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自
己的行为逾越了网络社群边界，会给他
人造成巨大伤害。互联网的“无意识跟
风”聚集在一起，足以形成令人畏惧的破
坏力量。

反思网络暴力，需要上网者提高网
络素养。很多网络暴力是由于对信息
的片面解读和传播产生的。不少网络
暴力的参与者，对于复杂议题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在尚未了解事件原委时就产
生片面判断，迫不及待地在网络舆论场

“出刀”。
这些案例是警钟，提醒各位网民拒

绝“信口开河”和“按键伤人”。正所谓，
上网理性发言，文字别成利刃，千万不要
伤人又伤己。

上网理性发言 文字别成利刃

□ 张英东

老年人时间充
裕，但精神生活需要
充实。据报道，某些
视频平台“盯上”部
分精神空虚的老年
人，推出大量家庭题
材、剧情“抓马”、分
集众多的付费微短
剧，借助算法精准

“围猎”这些老年人，
让他们不知不觉落
入消费陷阱。

近些年，“围猎”
老年人的东西越来
越多，保健品、直播、
微短剧等，围绕老年
人的健康、精神和情
感需求，通过施以小
利一步步引诱老年
人“上钩”。比如，有
些微短剧的套路是
前面两三集可以免
费看，想看后面的剧
集就必须付费，受

“解锁一集只需 0.9
元”等广告的诱导，老年人很难注意到

“默认下一集自动解锁、自动扣费”等
选项，导致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被消
费”。

老年人为儿女辛勤操劳了一辈
子，理应享受有尊严、有价值、有温度
的幸福生活。有需求就有市场，市场
这只“看不见的手”去生产符合老年
人需求的产品，本来无可厚非。然
而，老年人认知水平受限，难以精准
识别新生事物隐藏的陷阱，这就需要
有关部门及时出手，去监督、管理和规
范。

陷阱之所以能成功捕获猎物，通
常是因为它伪装得好。我们不难发
现，这些“围猎”老年人的消费陷阱，往
往来自老年人相对熟悉而又陌生的领
域。在移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
对老年人来说，短视频是他们熟悉的，
自动连播却是陌生的；付费是他们熟
悉的，自动扣费却是陌生的。

老年人为什么容易被“围猎”？归
根到底是因为有需求。如何拯救被

“围猎”的老年人？归根到底是满足需
求。这就需要重点做好适老网络生态
的顶层设计，通过制定相关政策约束
媒体、公司和平台的行为，激励他们为
老年人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建立更
加人性化、智能化、“零套路”的适老服
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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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专家” 徐民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