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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男生娶14岁女生？
女方被责令回归原家庭

11月28日，广东汕头。网曝潮阳区一18岁
高中生迎娶一名14岁的初中生。29日凌晨，潮阳
发布回应称，当事男女属于自由恋爱，男方17周
岁，已退学，女方13周岁，已休学。因双方父母法
制观念淡薄，于今年11月26日为双方按照农村风
俗举行婚礼，但未曾到民政部门申办婚姻登记。
目前，贵屿镇政府和区民政部门已对双方家长进
行法制教育，责令其让女方回归原家庭，由其家长
履行监护职责。同时，将进一步对双方当事人开
展心理疏导，教育引导其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念，并
劝导其复学。 （来源：时间视频）

@斜阳：都是小孩子，结婚如同儿戏！
@Lou：讲真，农村早婚极其常见，高中听

室友说了三四次同学结婚通知她喝喜酒。早
早辍学在家没事干结婚是必然，父母文化水平
也不高，觉得孩子婚姻这种事越早解决越好。

@无言以对自己：还是多读点书好，就算
物质未必富有，其认知最起码不会低到没有法
律意识。

@卟啊噢：法律意识不只是淡薄的问题，
是根本就没有，思想道德方面就更是原始封建
状态，想改变现状真是任重道远。很多基层都
是名义上设置了法律顾问，但就真的是形同虚
设，每年给法律顾问费用，但没有一点效果。

@元宝山上一颗星：看来，普及婚姻法律
知识，依然任重道远！

@张山：当地检察机关可以就未成年保护
提前介入。

十几岁的年纪，很多孩子都在忙着写作业，他
们却在忙着结婚。不要忘了，中国是法治社会，法
律设置了男女双方各自的法定婚龄的红线。“法制
观念淡薄”的不光是这俩孩子、双方家长，更是农村
社会问题，辍学早点结婚生子仿佛成了当地年轻人
（尤其女孩）无从逃避的“命运”。如何扭转所谓“农
村风俗”的沉重现实，相关部门恐怕任重道远。

举报补课被班主任丈夫殴打？
涉事教师开除！校长免职！

10月24日，辽宁省沈阳市第127中学教师金
某因怀疑家长举报补课，将其拉黑并踢出班级
群。该家长前往学校沟通时，被金某丈夫殴打，引
发全网关注。11月28日，沈阳市铁西区委宣传部
在官方微博发布情况通报：第127中学教师金某丈
夫打伤学生家长一事情况属实。涉事教师丈夫刘
某被拘留3日。30日，铁西区发布最新通报，相关
责任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其中涉事老师金
某被开除，校长金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校
长职务，党总支书记何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来源：沸点新闻）

@富哥：补课的开除，打人的绳之以法！
@用户MMMMMA：学校处理不了，就让

社会监督处理！
@惪鑫：处理结果合情合理！见证法治进

步。
@清欢：这样的人应该吊销教师资格证，终

身不得再考。
@玉龙杰赤：这学校的确需要严肃整顿一

下了，这里面的老师都成了啥了？不守规矩，藐
视法律，怎么教书育人，没有资格了！

@单行道Mr6：力度挺大的，同样作为教师
为这个处罚点赞，教书育人不是拿嘴说的，如果
你不愿意守住底线做教育，那不如早点离职寻
求其他出路，既然选择当老师请你尊重这个职
业，守住职业道德！

@室雅兰香：必须遏制一下在职教师课外
补课的现象了！校内不好好教，都指着挣外快。

有偿补课原本就是违规的操作，近年来已三
令五申禁止，这老师居然如此豪横，这是引发热议
的关键点。但同时也要看到，一开始学校说“无法
处理老师”，直到媒体曝光、形成舆论压力后才正
视，这显然不是正常的应对姿态。有教师任意妄
为，但学校岂能纵容护短？！各地有偿补课屡禁不
止，但不能就此“法不责众”。希望对此事件的关
注，能为治理违规补课添上关键的一把柴火。

满意度只能回答“满意”？
多地调查被指诱导造假

近日，江苏南京江北新区邀请市民参与“南
京市高质量发展成果的满意度调查”时，被指引
导群众回答“满意”而不让人模糊回答，受到众多
网友质疑。记者了解到，这样的案例并非个例。
12340热线是全国统计系统社情民意调查专用号
码，近日，河南洛阳老城区西南隅街道，为宣传
12340社情民意调查热线，在社区挂出横幅，上面
写着：您接到0371-12340电话时，请回答“我知
道！我满意！好！”。 （来源：中国之声）

@行天下：身边的很多调查同样如此。
@坤：形式主义！
@Joke：“满意”？等着被通报批评吧，要

说“非常满意”。
@tuo：太真实了，永远都是选最好的那一

个……
@冬吧唧：哈哈哈哈，我们学校不也是一

样的。
@阿力：这就是无视问题的表现。
@三：满意不满意，心里有杆秤。
@Eternal.：拉的了票，却拉不到人心。
@Zero：事项量化考核的“百分百达标”可

能又会形成另一种形式主义，考核目标还是要
多一些因地制宜，精准与符合实际比较重要。

@光：虽然做法不对，但我们在批评这个
“套路”做法时，是否也应反思下考核指标设
计，考评导向指引的问题呢？如果不是考评这
根指挥棒，基层也不会如此急功近利。

@MAN：凡是行政命令或者号召统一答
案的，一律应该算弄虚作假！

这种指定类“满意度调查”，恐怕已经不能简单
归结为“形式主义”了，调查是为了统计，最后得到一
个假到不要假的结果，一番手脚有什么意义？为了
数据好看而显得政绩卓著？也可以说是“造假”了。

“统计造假”，扭曲真实状况，甚至是会造成误导，引
发决策失误的大问题，危害不容小觑。

为了他，全国各地都“打起来了”
“甜野男孩”丁真火遍全网

近日，生活在四川省甘孜藏族
自治州理塘县的藏族小伙丁真，因为
一条不到10秒的视频意外走红。黑
亮的头发，纯真的微笑，民族风情的
服饰，再配上一双清澈的眼眸，丁真
火速成了大家心中的“甜野男孩”，受
到了许多人的关注，还成了自己家乡
四川省理塘县的旅游形象大使。更
有趣的是，丁真走红后，各省的文旅
官博纷纷下场，发起了“抢人大战”，
在玩梗玩得甚是欢乐的同时，也介绍
了一波各地的美景美食，大家都表示

“这样的宣传喜闻乐见”“看完想去旅
游了”。 （来源：央视）

@iBingo：满屏的丁真，
其实都是脱贫攻坚。

@aries_jo：这次真是一
次完全没有输家的营销“大
战”，全民喜闻乐见。

@睫毛下的伤城：这一波
连续剧追的真是特别棒，也很
有趣。全国各地的抢人热潮
轮番的推介当地旅游，网红与
文旅完美结合，正能量引导树
立典范。

@Meredith：本来担心
会是一场美好幻灭的闹剧，最
后却是大家一起守护美好和

纯真的温暖故事，这也是我们
对互联网的正视，对纷繁信息
的甄别，在这个冬天，看到丁
真，看到守护他的大家，真的
很暖。

@孟孟不爱吃鱼：当流量
被正确引导，就成为了正能
量。小哥哥也没有被纷杂的
欲望侵扰，心里都是自己的理
想呢。

@要一杯冰美式加点奶：
借用今年国考申论里的一句
话：有形的东西会老去，无形
的东西会改变这个小村庄。

好看而不自知，这样一位又甜又野的
男孩，成为人们对少年的最美期许。那些
年，我们一起追过的素人网红不在少数，无
心插柳却一炮而红。丁真不是第一个，也
不会是最后一个。而比丁真好看的还有他
的家乡，那片慢世界总是让人向往。流量
引导得好，能够成为正能量，才能长流。希
望丁真就算成顶流，他的小白马依然还是
他的小白马，他的朋友依然还是他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