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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青少年女性化，可能是个伪命题

我不担
心男性青少
年的女性化，
反倒有些担
心对性别特
征强化固化，
似乎女孩子
就得有女孩
子的样子，男
孩子就应该
有男孩子的
样子。这是
不对的，男性
也可以脆弱，
女性也可以
勇敢，这跟性
别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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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解决
不了的问题，
制度和技术
可以解决。
或者直接点
说，没有人是
可以百分之
百被信任的，
但是技术可
以。因为技
术 是 中 立
的，它只认
数据，不受
任何外界因
素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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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赋能，让欠薪成为历史

近期，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依法严
厉打击严密防范涉疫苗犯罪专项行动，主动排
查、依法严厉打击制假售假、非法经营、走私疫
苗，接种疫苗过程中发生的非法行医和以疫苗为
幌子进行诈骗等犯罪行为，切实维护疫苗研发生
产流通使用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有效服务疫情防控工作。

新闻漫评

露头就打

点评：疫苗是什么？是生命！疫苗犯罪就
是残害生命，必须一棍子打死！ ——郑仲阳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警惕快递包裹
里的腐败

媒体观点

春节将至，一些人将“送礼”的歪心思打到
了快递上。

工作地址固然是众所周知，家庭住址在“有
心人”眼里也不是秘密。“土特产”“小心意”搭乘
快递上门，避开了众目睽睽，避免了人员扎堆登
门的尴尬，还多了众多网购包裹的“掩护”，让送
礼和收礼都更加隐蔽。

对于无心收礼的人来说，退还礼品变得复
杂。尤其是一些包裹没打招呼就被快递员送到
代收点或者快递柜，造成了收到礼品的既成事
实。如果错失了第一时间拒收的机会，不仅要
联系快递员上门取件，还要长期保留证据证明
自己的清白。

虽然通过快递发送的礼品大多价值不高，
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的思
想防线，在收下这些送礼快递的时候，有了“跑
冒滴漏”。腐败再小，也不可不防，通过快递送
礼收礼之风，应及早刹住。

有必要提醒的是，看似隐蔽的快递送礼并
不“安全”，每一单礼品的发出和收取都有留痕，
日后这些痕迹可能就会成为违反纪律的铁证；
看似“不值钱”的“土特产”积少成多，可能断送
一名干部的政治生涯。与其日后忏悔，不如现
在就对有送礼意愿的“探路”果断回绝，对来路
不明的快递一律拒收。

□ 新华社记者 陈灏

这两天，关于“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
以及“阳刚之气”再次成为热议话题。起因则是
教育部不久前发布的，给《关于防止男性青少年
女性化的提案》的一封复函。该提案认为，“中
国青少年的‘女性化’趋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
治理，必将危害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教育部
的复函中则主要倡导加强青少年体育锻炼，保
证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以及更多注重学
生“阳刚之气”的培养。

这个提案和复函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质疑，
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有媒体就指出，片面强
调“阳刚之气培养”的教育政策，恰恰可能助长
基于性别气质、性别认同与性倾向的校园欺
凌。毕竟多数校园欺凌，都是建立在身体强弱
的基础之上，这是不是所谓“阳刚之气”的极端
呈现？

也有人认为，“防止男性女性化”提法也不
妥当，这是在强化性别等级秩序，将负面气质与
女性挂勾，正面气质与男性挂勾，这将造成性别
刻板印象，进而形成对女性的歧视。并非鸡蛋
里挑骨头，但如果我们只提出“防止男性女性
化”，而不提“防止女性男性化”，确实相当于暗
示男性气质优于女性气质。

争议的关键在于，我们似乎对于男性化、女
性化、阳刚之气这些概念缺乏必要的共识。按
照教育部的思路，比如“加强青少年体育锻炼”
之类，似乎是把“男性青少年女性化”归咎为身
体素质，比如不够强壮，体态阴柔等等。这一点
我是不太认同的，强壮未必就是阳刚，瘦弱当然
更不能与女性划上等号。就我个人观感，经常
出入健身房的肌肉男中，并不缺少“娘性”气质
的人。一个人的气质在骨不在皮，光靠体育锻
炼恐怕改变不了。

又或者说，所谓的“阳刚之气”指的是果断、
勇敢、自信、有担当以及责任心。那么何止男

性，这是每一个人都应当具备的优秀品质，不应
该有性别意义上的区别对待。

无可否认，“男性女性化”的批评由来已久，
引发了很多人的担忧。但要厘清的一点是，这
究竟是一种模糊的感觉，还是一种真实的体
验？就我个人所接触到的情况看，现在的青少
年跟 20、30 年前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男孩
子依然是男孩子的样子，倒是女孩子更偏向于
中性化一点。之所以我们会有一种“遍地是娘
炮”的印象，并非男孩子更女性化了，很大程度
上是大众娱乐造成的。

现代人是很孤独的，看上去我们有了更多
的选择，但其实大部分时间是被垃圾文化所包
围，流行文化、娱乐信息充斥着我们的生活。这
就造成我们对社会的很多感知并不是真实的，
而是来自于热搜、社交媒体、影视剧和综艺节
目。而这些信息传播渠道，都是流量主导。如
果热播剧和综艺节目都被具有娘性气质的“小
鲜肉”霸屏，如果以低龄女性为主的粉丝狂热追
捧偏女性的男偶像，那么自然就有一种“男性女
性化”的印象，可以说这是大众娱乐强加给我们
的。事实上，即使是那些令人感到极度不适的

“娘炮”男明星，可能也只是一种假象，他们不过
在娱乐工业下为了迎合市场，而刻意进行形象
包装而已。

我不担心男性青少年的女性化，反倒有些
担心对性别特征强化固化，似乎女孩子就得有
女孩子的样子，男孩子就应该有男孩子的样
子。这是不对的，男性也可以脆弱，女性也可以
勇敢，这跟性别无关。当然，对于现在娱乐行业
的阴柔之风，我是举双手赞成加以治理的。一
些当红小鲜肉，为了讨女粉丝的欢心，刻意表现
女性化的一面，不仅是羞辱了男性，也是对女性
的污名化。本质上这无关性别，而是这种低劣
的娱乐文化本身就应该被市场淘汰。

年关将至，云南建投第二安装工程公司（简
称安二司）的管道工杨通成，领到了春节前最后
一笔工资，也是 2021 年的第一笔。在云南，有
28万名建筑工人和杨通成一样，不必担心年底
工资拖欠，可以安心过年。原因在于安二司基
于钉钉，上线全国首个数字化实名制管理平台
（下称平台），为建筑工人直接代发工资、集体投
保，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工欠薪难题。

自 2019 年末以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安二司与钉钉共同构建的这个“建筑工人实名
制管理平台”，已经将28 万名农民工的身份信
息录入系统，这些信息还将回传到云南省建筑
农民工实名制管理服务平台的数据库。如此一
来，就形成了一个信息闭环，在实现资源共享的
同时，也为整个建筑行业的数字化管理，以及建
筑农民工的权益保障，提供技术上的全面助力。

简单来说，这个“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平
台”就是一个信息收发和管理中心，将大数据管
理和智能化应用紧密结合在一起，极大地提升
了管理效率。与传统的管理模式相比，数字化
管理由于技术的加持，更加科学也更加智能，具
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一方面，数据的收集、整理
和运用，精准、全面且成本低，尤其适用于大中
型企业。另一方面，类似于区块链“去中心化”
的概念，这个平台是一个开放的空间，由于信息
透明而带来了监督和管理上的便利。

对于建筑这个传统行业来说，技术层面的革
新，带来的不仅是管理效能的提高，更是观念上
的突破。我们试想，在传统管理模式下，建筑行
业从业者的所有信息都掌握在管理者的手中，他
们既无议价权也无监督权，即便利益受到侵害，
维权之路也十分艰辛，成本非常高昂。但在数据
面前，人人平等，从而更好地保护劳动者权益。

以考勤为例。以前是人工打卡，费时费力
不说，还容易出错。现在工人每天上下班只需
要在考勤机面前站上2秒打卡，就可自动记录
出勤和工时，极大地提高了效率。更要看到，建

筑行业由于中间环节过多，存在很多灰色地
带。数字化管理压缩了这些灰色地带，使行业
得以在阳光下运行，优秀的人优秀的公司更容
易“被看到”，从而形成了正向激励机制，行业竞
争趋于良性化。

平台的上线，最大也最有价值的功能在于，
它从根本上解决了欠薪这个老大难问题。建筑
行业是欠薪的多发高发之地，这与行业特性密
切相关。一个大的工程项目，常常要经过分包
来完成，甚至是二次、三次分包，而这些主体之
间又缺乏必要的监管和约束，任何一个环节出
现问题，就有可能导致欠薪。实践中，包工头是
一个最不稳定的因素，经常是工程款已经到位，
但包工头拒不发放工资，农民工求诉无门。

平台之所以能解决欠薪拖薪问题，就是找
准了要害，建筑公司越过包工头，直接代发工人
工资，专款专用，确保银行把工资打到工人的银
行卡上。其核心机制在于，建筑公司只有在支
付完工人工资之后，才能在钉钉上发起对公支
付申请，向劳务分包公司支付服务费。

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钉钉承担了第三
方信用中介的功能。事实上，关于农民工欠薪
问题，早就有人想到了引入“第三方”机制，但一
直未能得以广泛运用，问题就在于：谁是可信任
且无利益关联的第三方呢？人解决不了的问
题，制度和技术可以解决。或者直接点说，没有
人是可以百分之百被信任的，但是技术可以。
因为技术是中立的，它只认数据，不受任何外界
因素的干扰。

科技赋能，改变生活。对于农民工来说，能
够及时地拿到足额的工薪，就是最大的幸福
感。他们的劳动成果被尊重，也将促进整个行
业的规范和良性发展。去年下半年，安二司基
于实名制管理平台，进一步拓展物料管理系统，
530多家供应商主动上线钉钉，参与生态联动。
相信未来也将有更多的行业与钉钉合作，实现
数字化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