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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松林

近日，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发
布《关于暂停泰国彭世洛大学学历学位认
证申请的公告》，表示泰国彭世洛大学在核
查工作中，向中心提供了不真实、不准确信
息，导致相关认证工作无法继续开展。留
学服务中心决定暂停受理该校学历学位
认证申请，并对相关认证申请开展复查。

近年来，海外注水文凭尤其是东南亚
高校的水学历泛滥，成为社会热议的话
题。东南亚“水博”“水硕”之所以有市场，
既有个人借海外文凭“镀金”实现就业晋
升的因素，也有一些用人单位看重洋文凭
的背景。某些留学中介和海外高校借机
打出“速度快”“无需出国”的招生广告，让
速成洋学历沦为一门生意。泛滥的水学
历侵蚀了教育公平，也扰乱了就业环境。

洋文凭经得起认证，才能保得住含金
量。留学服务中心暂停受理泰国彭世洛
等大学学历学位认证申请，是为及时堵住

“水博”“水硕”的漏洞。这是对留学生群
体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教育公平和劳动就
业市场秩序的有力维护。 据《北京晚报》

堵住“水博”泛滥
的漏洞

□ 李丽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许多父母怀
着“一切为了孩子好”的初衷，对孩子的
生活事无巨细地包办。然而，这种过度
呵护和干预，看似是对孩子的爱，实则在
不知不觉中阻碍着孩子的成长，甚至可
能将孩子推向“废柴”的境地。

从孩子呱呱坠地起，不少父母就开
启了全方位的照护模式。在饮食方面，
为了让孩子吃好，他们将食物处理得过
于精细。孩子长期这样吃，咀嚼功能得
不到充分锻炼，影响口腔肌肉发育和牙
齿健康。有育儿专家表示，孩子从 6 个
月添加辅食时就应该自己吃饭。可有些
家长习惯于给孩子喂饭，使孩子失去了
自主探索食物和动手吃饭的机会，不仅
动手能力得不到发展，大脑对食物的感
知也受到限制。

孩子上学后，父母的关注点往往集
中在孩子的考试分数上。他们认为只要

孩子学习好，其他一切都可以忽略不
计。于是，孩子的生活琐事被父母一手
包办。洗内衣、打扫自己的房间、整理书
桌这些本应是孩子分内的事情，父母都
揽了过来。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孩子
逐渐变成了只会考试的机器。他们缺乏
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一旦离开父母的
庇护，就会变得无所适从。

过度包办的危害远不止于此。父母
的过度呵护让孩子习惯了以自我为中
心，有的缺乏同理心，有的缺乏自信心。
他们习惯了接受父母的付出，甚至认为
父母的付出都是理所应当，却不懂得感
恩和回报。同时，由于习惯了所有事情
都被父母安排，孩子没有自己的理想和
目标，缺乏学习的内驱力。学习对他们
来说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满足父母
的期望。这样的孩子一旦走入社会，很
容易出现找不到工作、躺平摆烂的现象。

父母应该学会放手。过度包办源于
父母对孩子未来的担忧，害怕孩子犯错、

走弯路。但事实上，那些出色有担当的
孩子正是在不断的尝试和错误中成长起
来的。合格的父母应该给予孩子空间和
机会，让孩子去体验生活的酸甜苦辣，学
会面对困难和挑战。

“合适的托举”才是成就孩子的正确
方式。父母要在孩子需要帮助时给予支
持和引导，而不是代替他们去解决问
题。比如，当孩子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时，
父母可以和孩子一起分析问题，鼓励他
们自己寻找解决方法；当孩子在生活中
遇到挫折时，父母要给予安慰和鼓励，让
他们有勇气重新站起来。

孩子就像一粒种子，只有在适宜的
环境中才能茁壮成长。父母的过度包办
就像过度施肥和浇水，看似是在帮助孩
子，实则可能会让孩子失去自我成长的
能力。别让过度包办毁了孩子，让我们
用正确的方式爱孩子，让他们在自由、平
等、尊重的环境中成长为独立、自信、有
责任感的人。

别让过度包办毁了孩子

□ 侯莎莎

6月1日，“锦绘高唐 鲤跃钱潮”——
唐小鲤IP全球首发暨高唐锦鲤产业指数
发布会在杭州举行。

从地方特色产业到全球文化符号，
唐小鲤IP形象的推出，标志着高唐锦鲤
这一承载吉祥寓意的传统产业，正通过

“文化+科技+创意”的融合路径，游向更
广阔的市场。

以 IP 赋能产业，提升品牌价值。高
唐锦鲤游入钱塘江畔的动漫之都，亮相
国际动漫节，体现了高唐县在农业品牌
建设上的创新思维。高唐县作为中国锦
鲤第一县，拥有全国领先的锦鲤产业集
群，年产值近10亿元。然而，传统的养殖

与销售模式已难以满足现代市场的多元
化需求。通过打造唐小鲤 IP，高唐县将
游弋的锦鲤转化为具有情感连接和文化
内涵的动漫形象，实现了从“产业品牌”
到“文化品牌”的跃升。

IP形象的核心是与用户建立情感连
接，它通过拟人化和故事化的叙事方式，
传递品牌理念，与消费者建立情感共
鸣。例如，迪士尼的“米老鼠”不仅是卡
通形象，更是快乐与梦想的象征。同样，
唐小鲤以可爱的形象和深厚的文化底
蕴，拉近了消费者与高唐锦鲤的距离，为
品牌注入更多情感价值。

推动跨界融合，延伸产业链条。唐小
鲤IP的另一看点在于跨界融合。发布会
上，高唐通过“数字赋能，跨界联动”的方

式，展现了锦鲤文化与动漫、科技、旅游等
的深度融合。这种跨界合作不仅拓展了IP
应用场景，还为产业升级开辟了新路径。

国内其他城市的成功案例也印证了
这一点。比如成都的熊猫 IP，通过图书
出版、动漫游戏、影视演艺等多种载体，
实现IP形象的跨界融合和多元变现，成
为城市文化输出的重要载体。借鉴这些
经验，将唐小鲤 IP 与生态养殖、休闲旅
游、数字衍生品等结合，不仅能推广锦鲤
文化，还能大大提升锦鲤产业的附加值。

传承文化根脉，创新表达方式。锦
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吉祥与好
运，唐小鲤通过现代设计语言和数字技
术，让这一传统符号焕发新生。唐小鲤
IP 的走红表明，传统产业要深挖文化内

涵，进行现代表达。
融合创新、丰富场景、延伸时空……

通过唐小鲤 IP，高唐向世界展示了地域
文化自信与创新活力。可以预见，通过
对唐小鲤IP的持续运营，高唐将吸引更
多游客前来打卡，推动文创产品开发和
旅游消费，提升城市形象和吸引力；深化
唐小鲤IP在生态养殖、文化创意、数字衍
生品等领域的应用，通过与国际知名 IP
合作、举办全球性文化活动等方式，进一
步提升唐小鲤的国际影响力。

从高唐游向世界，唐小鲤 IP 正以独
特的魅力，书写着传统产业、文化传承与
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新篇章。通过文化
赋能农业，未来，高唐锦鲤将真正游到年
轻人身边，跃动于全球产业蓝海。

唐小鲤IP，文化自信的创新表达

□ 陈广江

近期，多地宣布公共自行车项目停止
运营，并明确办理退还押金事宜的时间。
对此，不少地方解释为设备严重老化、存
在安全隐患等。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地区
的公共自行车项目迎来更新换代。

这些昔日城市绿色出行的“老兵”，在
完成一段历史使命后，必然要“退役”。设
备老化等因素固然是直接推手，但公共自
行车退场背后，其实是城市出行模式和出
行生态自然代谢的一记回响。在破解群
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上，公共自行车
曾经功不可没、风光无限，但其终究未能
跨越服务体验上的“最后一公里”鸿沟。
公共自行车的“退役”，本质是一场市场对
公共服务模式的无情筛选。同时，公共自
行车退场的背后，也折射出城市治理中政
府与市场角色协同的现实需求。真正可
持续的城市服务，需要政府以“有形之手”
定规立矩、维护公平秩序，同时让市场的

“无形之手”在创新中释放效率。
据《羊城晚报》

公共自行车“退役”
带来的启示

如此聚餐不可取 徐民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