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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京报报道，近日，有细心的网友注意

到，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妇女出现在了四个在

线教育机构的广告中。而四家机构对其介绍

完全不一样，她一会儿“教了一辈子数学”，一

会儿又“做了40年英语老师”。

在商言商，寒假将至，在线教育平台千方

百计吸引生源，无可厚非。但是，四家头部在

线教育机构请了同一个“老师”做广告，而且

这“名师”其实是供应商找的演员，令人哑然

失笑。

“一个敢接，一个敢拍。”“这不就是卖药

的翻版吗？”“想起了当年的医药广告表演艺

术家。”网友评论得没错。一个假老师代言四

家教育机构，这不只是一个笑话，只把相关视

频下架并不能了事。

“群演名师”的闹剧已经涉嫌违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教育、

培训广告不得利用教育机构、行业协会、专业

人士的名义或者形象作推荐、证明。群演不

是真的“名师”，但涉嫌利用“专业人士的名义

或者形象”。

广告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广告以虚假或

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构成

虚假广告。“群演名师”所展示的内容，与实际

情况不符，对于不明真相的消费者极易产生

误导，对购买行为有实质性影响，涉嫌虚假广

告。

根据广告法规定，违反上述条款者，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

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并可根据情节

轻重酌情分别给予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十倍

以下的罚款。

如今网络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四家头部

在线机构在知名网络平台堂而皇之地用演员

“欺骗”消费者，充分说明目前网络广告的监

管存在盲点。监管部门要负起监管责任，广

告主和平台方要负起主体责任，违反广告法

就要依法追究。

透过表象看本质，四家在线教育企业，聘

请同一“老师”做分身广告，也暴露了在线教

育行业乱象及监管不力。2018 年 11 月，教育

部曾下发《关于健全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

整改若干工作机制的通知》，将线上教育纳入

了监管范围。但由于诸多原因，在线教育监

管面临培训内容核查难、培训预收费监管难

等现实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在线教育平台之间

的竞争愈发激烈。部分在线教育平台不怎么

重视教学品质和授课效果，却一味追求广告

营销，通过话术造成家长焦虑，进而达到获客

效果，严重偏离了教育规律和教育目的。

在线教育要良性发展，不能一味依赖行

业自觉，亟待线上线下的有效监管。有关方

面应积极引导在线教育机构树立正确的经营

理念，把资源、精力转移到提升教学水平上

来。

名师实为群众演员，监管不该存在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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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线 教 育 要
良性发展，不
能 一 味 依 赖
行业自觉，亟
待 线 上 线 下
的有效监管。

去年底，北京一家餐饮店的“套餐A”火遍

全网，简简单单一份牛肉面温暖了无数人。

在杭州萧山区，也有这样一种“单人套餐”，向

困难民众免费提供。

杭州萧山区有一家土菜馆，老板姓李名

建良。2020 年 12 月 18 日，他在店门口贴上了

一张“免费吃饭”的告示：“如果遇到困难，可

以在店里点一份单人套餐，吃完直接走，不用

给钱。记得以后有能力时帮助身边需要帮助

的人就可以了。”

李建良说，点单人套餐的人都衣着朴素，

问的时候语气很轻，显得不好意思。“要不是

生活上真碰到困难了，谁会拉下面子来吃免

费的饭呢。”所以，他们来吃饭，只要报上“单

人套餐”四个字，店里的人从不多问一句，只

让他们安静地吃饭，悄悄地离开。

单人套餐就这样实行了一个多月。最

近，老板李建良被来吃饭的人给感动到了。

据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报道，1 月

7 日傍晚时分，一位打工人模样的男子来店里

点了一份单人套餐。男子离开后，服务员去

收拾碗筷，却发现没有吃完的菜上盖了一张

字条，上面写着：“你好，感谢你今天给我提供

了一份免费的单人套餐，你的大爱感动了

我！请把多余的钱留给下一位有需要的人，

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好人一生平安。”

随字条附上的，是一张崭新的 100 元人民

币。

李建良说，他会把钱放到套餐基金里去，

希望把善意传递下去。只要土菜馆还开一

天，店里的单人套餐就不会下架。

我们无从得知这位留下 100 元的好心人

的初衷。想来，他进店点餐后，店里人不闻不

问、不打扰的态度，让他吃得自在。他向自己

证实了世上真有免费的晚餐。这一顿晚餐，

他不仅吃到了善意，还感受到了被尊重。

国人素有“不吃嗟来之食”的文化传统，要

不是走投无路，人们一般放不下面子去餐馆

“白吃白喝”。而且，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去

年中国 832 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真正贫穷

到连一顿饭都吃不起的人应该没有了。如果

有，多半是漂泊在外，一时遇到困难的人。事

实上，李建良的土菜馆推出单人套餐一个多

月，进来免费吃一顿的人，还没有超过10个。

类似这样的“爱心餐”，特别动人之处在

于：在给予帮助的同时，还给受助者留足“面

子”，留下一份看不见但能感受到的尊重。这

是社会慈善文化的文明与进步。这种关爱，

有情怀、有智慧，会激发更多的人加入做好事

献爱心的队伍，让善意和爱的暖流潺潺流淌，

绵延不绝。

留足尊重的善念更易传递——留下 100

元，给下一个更需要的人！这是这个冬天格

外暖心的美好故事。

让人有尊严地受助，是慈善的进步

在 给 予 帮 助
的同时，还给
受 助 者 留 足

“面子”，留下
一 份 看 不 见
但 能 感 受 到
的 尊 重 。 这
是 社 会 慈 善
文 化 的 文 明
与进步。

据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报道，1 月

21 日，杭州市交通运输局通告，自今年 3 月 1

日起，杭州市小客车“区域指标”和“浙 A 区域

号牌”设置及相关配套措施将正式实施。这

份措施在充分征求吸纳市民意见的基础上，

对涉及征求意见稿的两个方面进行了优化完

善。

在一些网站，很多网友对此的留言是：政

策很人性化。这个人性化从何而来？

我想，首先来自于精细化的调查。此前

在1月5日，杭州市就小客车“区域指标”和“浙

A区域号牌”设置及相关配套措施调整方案公

开征求意见。截至1月14日，通过电话、邮箱、

信件等渠道收集社会各界意见建议等共计

17996 件。其中咨询类 11676 件，占比 64.9%，

意见建议类 6320 件，占比 35.1%。有关方面从

善如流，再结合杭州的实际，最终出台了这份

措施。

随着私家车的数量越来越多，杭州交通变

得越来越拥堵，错峰出行是难以避免的手段。

但是，有时为了避免拥堵，简单化地封闭某段

公路或者某个入口，这就造成了一些问题。

杭州是一个开放的、流动人口较多的城

市，外来人口和外出人口多，周一和周五回杭

州和出杭州的车辆很多，有些是外地牌照，有

些是浙A牌照。一刀切的限行规定，或许可以

收到一时之效，但会给很多人带来不便，也不

符合公共管理应尽可能获得最佳资源配置的

基本准则。

此次的新举措，明显人性化了许多。比

如，规定减少“错峰出行”圈层，缩小“浙A区域

号牌”小客车和“非浙 A 号牌”小客车错峰范

围；缩短快速路错峰时间，由8个小时调整为6

个小时，放开部分“浙 A 区域号牌”通勤通道，

如紫之隧道、之江大桥；急事通措施不变，仍

是外省号牌 12 次，省内“非浙 A”24 次；同时拟

开通 20 条地铁接驳线、7 条公交快线，让浙 A

区域号牌能更好地融入杭州市现有的交通网

络，让新牌车主尽快、更放心地开车上路。这

些细则，充分考虑到了各种因素，是普遍吸收

群众意见的结果。

之所以能做到如此，大规模公开征求意

见功不可没。没有这种精细调查在前，就没

有办法真正做到新措施的人性化。换句话

说，人性化正是建立在精细调查的基础之上。

政策的人性化，来自调查的精细化

没 有 这 种 精
细调查在前，
就 没 有 办 法
真 正 做 到 新
措 施 的 人 性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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