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赵宏磊

7月22日，有媒体报道了“上百名大
学生在西安找暑期工被骗，某公司收了体
检费、保险费后杳无音信”的情况，劳动维
权部门第一时间开展调查核实。经初查，
涉事企业存在未经许可擅自开展人力资
源服务业务、违规预收费用等行为。

暑假来临，很多大学生选择假期兼
职，但由于社会经验和法律意识的缺乏，
不少人在暑假兼职上吃了大亏。不正规
的中介机构、高“佣金”的传销组织、收取

押金抵押证件等情况，都让学生们防不
胜防。为何总有大学生上当受骗？一方
面是诈骗团伙的骗术在互联网通信技
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包装下更加巧妙、隐
蔽，另一方面，他们利用了部分大学生在
寻找兼职中存在的盲目自信、侥幸、想贪
小便宜赚快钱的心理。

对待骗局，轻敌轻信乃大忌。一些
诈骗团伙会伪装成正规公司招收暑假实
习生，再以各种名目向大学生收取实习
管理费，之后便拿钱跑路。大学生们在
暑期兼职之前，应当学会对用人单位进

行背景调查，仔细查询一下这些用人单
位的基本情况，看看成立了多久，近期有
无大量高管变更情形，企业登记信息、经
营范围是否与其宣讲相符，等等。只有
擦亮眼睛，才能避免上当受骗。

无论形式多么五花八门，骗取求职
者个人信息都是不法分子实施诈骗的关
键一环。防范兼职陷阱，一定要注意保
护个人隐私，避免在未经核实的平台上
随意填写个人信息。正规平台在收集求
职者个人信息时，会明确告知收集目的、
使用范围，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保护

个人信息。如果平台要求提供过多不必
要的个人信息，如身份证正反面照片、银
行卡密码等，或对隐私保护措施语焉不
详，则可能存在信息泄露风险。

劳动的付出与收获都是对等的。在
暑期，大学生应该尽量寻找一些与自己
专业对口、能够提升能力的兼职，这样的
工作干起来心里踏实，被骗的概率也比
较小。一旦真的遭遇用工诈骗，也要及
时报警、合理维权，做到及时止损，同时，
也能避免让更多学生陷入其中。

谨防暑期兼职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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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凯

从80后开始，关于年轻人的各种标
签层出不穷：“垮掉的一代”“非主流”“躺
平青年”……这些标签往往带着一定的
偏见，试图将多元个性的年轻人归入某
种固定的模式之中。然而，事实证明，这
种做法不仅有失偏颇，而且忽视了年轻
一代真正的特点和潜能。

每一代年轻人都有其独特的成长背
景和经历 ，而 今 天 的 年 轻 人 更 是 如
此。他们生活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拥
有前所未有的获取知识和表达自我的
途径。拒绝“画饼”、反对无效加班、

“整顿”职场……这些现象背后，折射的
是年轻人对于平等、尊重以及工作与生
活平衡的追求。

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清晰地读懂
当代青年的多样性。回答“何谓青年，青
年何为”，切莫轻易下结论、简单贴标
签。例如，一些年轻人选择避开热门专
业，投身于冷门学科的研究，如古文字
学、古生物学等；一些年轻人凭借自己的
兴趣和才华，在电竞等领域取得了优异
成绩；还有一些年轻人放弃了保研资格、
高薪工作，返乡做“新农人”。这些例子
表明，年轻人不再受制于传统的职业道
路和社会期望，而是积极探索适合自己
的发展路径。

更重要的是，这些年轻人并没有放
弃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对事业的热情。
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展现出极高的韧
性和创造力，无论是科学研究、体育竞
技还是基层服务，都有许多年轻人用实

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多样的青
春，同样的精彩，他们用行动回应质
疑。当然，并非所有人都拥有耀眼履
历。但那些兢兢业业完成工作、用心
经营生活的年轻人，又何尝不是国家
发展的支撑？

正如有人说，没有人永远年轻，却永
远有人正年轻。没有一代年轻人会垮
掉，一个国家最有朝气、最有锐气的也正
是年轻一代。毋庸讳言，每一代年轻人
都面临新的挑战，有工作的忙碌、家庭的
压力，也有本领的恐慌。迷茫困顿无可
厚非，暂时的悲观并不可怕。关键在于
不要棒喝指责，也不要一味“捧杀”。实
事求是看待挑战，全力以赴纾解困难，帮
助年轻人闯过关口，应该成为全社会的
共识。

别轻易给年轻人贴标签

□ 孟雅檀

据报道，近年来，智
能家电发展迅速，但很多
产品的功能并不实用，有
些甚至是强行智能。不
少消费者表示，厂家应该
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增强
基础功能上。

如今，不管小件大
件，似乎只要是家用电
器，厂商就必须给产品配
上智能功能。不少家电
甚至取消了实体按键，消
费者必须在手机上下载
对应App，匹配设备后才
能使用。智能家电功能
臃肿则到了十分离谱的
程度。比如，有的冰箱配
备了屏幕，宣称可以让用
户听歌追剧刷视频；有的
智能马桶自带AI语音功
能，上厕所时自动配乐，
还能从门外开盖；有的智
能抽油烟机配备大屏和
手势功能……实际使用
起来，或大屏利用率低，或手势灵敏度低，
不仅功能相当鸡肋，更因为听不懂指令让
用户啼笑皆非。

家电应以实用为第一设计目标，人
工智能不必步步逞“能”。相信大多数用
户不会用冰箱上的电子屏娱乐，一个马
桶也没必要添加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功
能。电动牙刷要打开App才能启动，更是
匪夷所思。消费者买家电，要下载应用程
序，还要注册账号，手机里要存十几甚至
二十几个App。平时想操控某个设备，要
想半天才能确认哪个是对应程序，不同的
设备还要记住不同的操控逻辑。万一换
手机或者更换路由器，只能把所有产品重
新配对一次。其实，智能电器的很多功能
基本没用，对老年用户尤其不友好。

智能家电太过“智能”，根源是厂商
的“智商”有硬伤。表面是“智”，核心在

“商”。打上智能标签，家电自然可以卖
得更贵，品牌溢价自然更高；有自己独立
的生态体系，也能增加产品竞争力。在
商业利益驱动下，厂商垒砌数字高墙，缺
少实现互联互通的意愿，消费者只能被
迫接受。今年7月，工信部发布《移动互
联网+智能家居系统 跨平台接入认证技
术要求》，引导行业提升各设备之间的兼
容性，实现较大范围的互联互通。这是
从用户的利益出发，也是为了行业的良
性发展。

智能家电是为了便利消费者，各自
为战不是行业发展正道。无用的功能、
数字孤岛式的发展思路早就该“卸载”
了。 据《北京晚报》

智
能
家
电
何
必
步
步
逞
﹃
能
﹄

如此“人才”榜 徐民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