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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吉洋

日前，公安部、中央政
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教育
部、民政部、司法部、国家
卫生健康委、全国妇联、国
务院妇儿工委办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家庭暴力告诫
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此
次新规明确了公安机关认
定家庭暴力事实的 8 类证
据，让受害者在面对家暴
时勇敢说“不”，不再做“沉
默的羔羊”。

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
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
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以
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
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
害行为。这一隐藏在家庭
私密空间内的黑暗面，不
仅给受害者带来身心的双
重创伤，还严重威胁着社
会的和谐稳定。对于受害
者而言，身体上的伤痛或
许能够痊愈，心灵上的创
伤却可能伴随其一生。家庭中的暴力行
为具有隐蔽性、破坏性，常常隐藏在表面
的平静之下，让受害者感到无助和绝望。
长期遭受家庭暴力者，常出现焦虑、抑郁
等心理问题和消化系统疾病、心血管病等
病症。

一味地纵容，只能让施暴者更加肆无
忌惮。拒绝家暴，受害者必须打破沉默，
勇敢地站出来，寻求法律保护。目前，我
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反家暴法律法规，为
受害者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受害者
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让施暴
者远离自己；也可以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
律责任，让其受到应有的惩罚。社会各界
应给予受害者更多的支持和帮助。社区
可以建立家暴干预机制，及时发现并调解
家庭矛盾；相关组织可以为受害者提供心
理疏导、法律援助等服务；媒体也应该加
大对家暴问题的宣传力度，提高公众对家
暴危害的认识，营造反对家暴的社会氛
围。在家庭教育中，应注重品德培养，倡
导平等、尊重、和谐的家庭关系理念，从源
头上预防家暴发生。

婚姻关系不是家暴的免罚令牌，受害
者在遭遇家暴时要勇敢说“不”。只有这
样，才能让隐秘角落的暴力无处遁形，让
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并在安
全和尊严中乐享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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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贠秀军

如今，网络购物已经成为人们最常
见的消费方式之一，网购支付方式也越
来越多样和便捷。近期很多电商平台
推出了“先用后付”功能，声称消费者一
旦开通此功能，即可享受“0 元下单”。
这种看似便捷的新型支付方式，却给消
费者带来了不少麻烦，在社交平台引发
争议。

所谓“先用后付”，是一种基于消费
者个人信用的支付方式，它允许消费者
收到商品后，觉得满意再付款。从某种
程度上来看，“先用后付”确实能给消费
者带来便利。这一功能简化了付款流
程，消费者无需再通过指纹或密码等方
式进行支付，即可完成购买。而且消费
者在确认收货之前，对商品不满意可以
直接退回，省去了与商家协商退款的过

程，提升了购物体验。
然而这一功能在提升购物便捷性

的同时，也隐藏着不少消费陷阱。一方
面，这一功能具有诱导消费的倾向。延
迟的付款时间，大大减轻了消费者的支
付痛感，导致许多消费者在尚未考虑充
分的情况下不知不觉就完成了购买，造
成了超前消费。另一方面，这项功能开
通容易关闭难。不少平台将“先用后付”
选项设置为默认勾选，极容易导致消费
者因“误触”而下单；平台还隐藏了取消
按钮，且提高了关闭门槛，消费者需将全
部订单收货后，才能关闭该功能。

可见，“先用后付”已经背离了其设
置的初衷，成为不少平台和商家提高成
交率的工具。平台和商家成了受益方，
而消费者却要承担其带来的隐私泄露、
财产安全等风险。这一功能或许能为
平台和商家带来一时的利益，但从长远

来看，其对消费者权益的损害以及购物
体验的破坏会透支消费者对网购平台
的信任，不利于商家乃至整个网购市场
的健康发展。

应当牢记，消费者的信任是网购
各方共赢的基础。良好的功能设计需
要尊重用户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先用
后付”要想发挥最佳作用，必须进一步
优化。平台应切实履行提醒义务，在
显眼位置提醒消费者“先用后付”功能
存在的风险，并设置简单便捷的取消
方式，将开通或关闭的选择权真正交
还给消费者，确保消费者在充分知情
的前提下做出选择；商家也要诚信经
营，不钻技术空子，保障消费者通过此
功能购买的商品质量过硬；消费者也
应树立理性消费观念，量入而出。只
有各方共同努力，才能营造健康的网
络消费生态。

“先用后付”不能透支消费者信任

□ 郝凯

万万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每逢
接孩子放学，家长们见面，常聊一个话题：
你家孩子报了几个兴趣班？在孩子成才这
件事情上，家长们颇有雄心壮志。

给孩子报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家长应
该给自己报个什么班？这个问题各位家长
可以问问自己的孩子，或许能得到很多意
想不到的答案。在多数孩子看来，家长同
样需要“补课”。可事实上，很少有家长像
要求孩子那样要求自己。

前不久，教育部等17部门联合发布《家
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对学

校、家庭等各育人主体的职责分工进
一步作了明确规定，指出学校要听取
家长、社会对学校的意见建议，家长要
履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主动协同学
校开展教育。相信随着实践的推进，
家校分工协同将更加清晰明朗。而作
为家长，也应与时俱进，主动学习、自
我革新，这样才能走出“一步不能落
下”的焦虑，给孩子们最想要也最适合
的教育。

协同育人，学校是“主阵地”，家庭
是“大后方”。如何帮助家长成长？不
少地方都开始行动起来。例如山东聊
城成立“校家社讲堂”专家讲师团，围

绕“政策解读与家教理念”等12个主题，制
定了覆盖全学段的40节课，为全市家长传
授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和办法；四川成都
锦江区出版了涵盖中小幼全学段的“智慧
家长家庭教育指导丛书”12 本，为家长提
供了丰富的案例、全面的问题诊断和系
统的方法指导；山西长治一所中学开展

“家长大讲堂”“家长沙龙”，家长们主动
走上育人实践舞台……这些地方显然将
家庭教育摆在了更重要的位置，也让我
们看到了家校社协同育人蕴藏的无限可
能性。

各位家长都曾是孩子，做孩子的时
候，不理解父母的教育方式；等自己成为

父母，又被该如何教育孩子的问题所困
扰。一部电视剧里有这样一句台词：“爸
爸也是头一次当爸爸，所以，请体谅一
下。”这句话打动了无数年轻父母的心，
也是为人父母的真实写照。不过，我们
不能一直拿这句话当挡箭牌，心安理
得当“甩手掌柜”，然后与自己和解。
好的家庭教育是一场双向奔赴，是亲
子的共同成长。围绕孩子身心全面健
康发展这一目标，家长要在教育互动
中持续发力，做到不缺位也不越位，多
参与但不代劳，方能打破隔阂、消弭分
歧。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不
正是我们期待看到的场景吗？

家长应报个什么班？

拒让救护车，当罚！ 徐民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