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区新换门禁系统后，我就下了开门的App，每次打开都会弹出‘摇
一摇’广告，手微微一动就跳转到购物平台了。”近日，杨女士（化名）留言
倾诉了自己的苦恼。今年1月份，中国消费者协会等机构发布《2023年四
季度消费维权舆情热点报告》，点名“摇一摇”跳转广告泛滥。相关部门曾
多次明文要求规范，可是“摇一摇”却并未就此消停。

6月11日上观新闻

6月10日下午4点30分，随着
铃声响起，2024年浙江高考最后
一门科目——地理考试结束，今年
历时4天的高考也正式收官。

6月11日《宁波晚报》

近年来，每到高考结束时，考
生“放纵自我”的新闻就多了起
来。按说，紧张、忙碌的高考终于
落下帷幕，大家摆脱了高考的压
力，拂去身心疲惫，尽情地投入并
享受着大考之后的闲暇与轻松，并
不为过。但一些考生为了放松，无
节制到了放纵的地步，这显然是

“过了头”。
考生“放纵”的表现有以下几

个方面：其一，“散伙饭”你方唱罢
我登场，吃吃喝喝没完没了；其二，
联谊聚会太过频繁，无束无缚地在
外疯玩很让家人担心；其三，在家
中上网娱乐没日没夜，甚至有陷入
游戏网瘾的苗头。

其实，高考只是漫长人生中的
一个逗号，更为艰巨的挑战还在后
头。因此，笔者以为，“后高考”生
活，可以“放松”，但不该“放纵”。

众所周知，高考之后的暑假是
一个特别的假期，中学生涯已经结
束，大学生涯尚未开启。因此，笔
者以为，“放松”之后，考生不妨静
下心来，好好规划一下这个特殊的
暑假生活。

首先，要规律生活。高中三

年，几乎天天早起晚睡，睡眠严重
不足。但高考之后，切忌生活规律
无节制，晚上做“夜猫子”，白天成

“大懒虫”，生活规律被打乱，处于
一种失控的状态。

其次，要扩大半径。在规律生
活的基础上，可以利用闲暇时间去
做一些小事。比如，整理自己过去
的荣誉、学习成就；做一些一直很
想尝试但又没有时间去做的事情，
像烘焙、种花、化妆、唱歌、画画、健
身等，甚至可以参加社会实践，投
入志愿服务活动，既锻炼了自己，
又为社会做了贡献。

其三，要设定“灯塔”。可以找
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树立一个长期
目标。拥有长期的目标，就像找到
了茫茫大海里永远指引方向的灯
塔，让自己觉得每一天的努力都充
满了成就和意义。而对于高考失
利的考生来说，设定长期目标尤为
重要，能够让自己在挫折中振作起
来，迎接新的挑战。

第四，要链接大学。上大学前
的这个暑假，考生要对自己进行

“充电”。比如，可以向师长、亲友
了解将来就读的学校、专业等信
息；也可以找一些有意义的兼职机
会，学习人际交往技巧等，这都有
百利而无一害。

相信，只要考生能够从以上四
个方面着手，就一定能过上一个既
快乐又充实的“后高考”生活。

吴小钱是宁海县长街人，今年
57岁。20岁那年，怀着对电影工
作的热爱和执着，他成为一名农村
电影放映员。37年来，他已累积放
映电影上万场。

6月11日《宁波晚报》

露天电影曾是几代人的童年
记忆，吴小钱是农村电影放映员的
缩影。这些“文艺轻骑兵”长年跋
山涉水，将电影送到乡间地头，用
光影服务村民、传播文化，满足农
民精神文化需求，点亮乡村夜晚，
为老百姓的幸福“加码”。

如今，农村生活水平大大提
高，虽然家里有电视，通过手机也
可以看电影，但很多人还是怀念
小时候和大家坐在一直看露天电
影的感觉。近年来，随着惠民公
益电影走进千家万户，露天电影
又开始火了起来。一张白色幕
布，一台放映机，几排小板凳……
露天电影，不仅让广大村民在家

门口就享受到“文化大餐”，也增
进了邻里之间的和睦，营造了良
好的乡村文化氛围，让乡村夜晚

“有声有色”。
农村公益电影作为一项文化

惠民工程，目标是将农村公益电影
放映平台打造成“行走的文化驿
站”。相比城市生活，农村公共文
化单一服务供需不平衡，文化设施
单一。农村公益电影，很大程度上
弥补了乡村文化生活的短板，成为
农村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

把电影种在土里，也能长出希
望。打造“行走的文化驿站”，既要

“送文化”，更要“种文化”。以群众
喜闻乐见的电影为载体，通过“公
益电影+”的方式，宣传科学理论、
法律法规和先进文化，把农村公益
电影这块“小银幕”打造成““大舞
台”，培养农民的参与意识、创造意
识，以文化人，浸润村民心田，让文
化之花在乡村持久绽放。

高考分数发布后，考生就面临
志愿的选择。6月29日和30日，
我省统一进行今年高考首轮志愿
填报，考生可在6月12日至18日，
参加网上志愿填报模拟练习。据
了解，今年我省高考志愿填报服务
全面升级。省教育考试院首次开
发“智能辅助系统”统一免费提供
全省中学辅导考生，并于6月 16
日至20日举办高考志愿“云咨询
周”活动，接受考生和家长线上互
动答疑。

6月11日《宁波日报》

浙江省教育考试院首次开发
“智能辅助系统”统一免费提供全
省中学辅导考生，还将举办高考志
愿“云咨询周”活动，接受考生和家
长线上互动答疑。笔者以为，志愿
填报，就该多些这样的“专业人士
说”。

每年一到志愿填报的时候，不
少家长为了能让孩子上个好的学
校，发挥分数的最大价值，往往会

“花钱买指导”。一些所谓的志愿
指导公司、志愿指导导师，其实多
数不是专业人士。什么大数据分
析高考志愿，什么名师填报经验丰

富，最终不少家长是“花钱买了一
场空”，不仅增加了家里的经济负
担，还容易导致孩子与心仪的学
校、适合的专业“失之交臂”。

其实，志愿填报是十分科学的
事儿、十分专业的事儿，应该鼓励
更多专业人士开展公益志愿填报
指导，而不是让那些为了某种利益
的网红或是机构在网络上信口开
河。面对这些，教育部门不能当

“看客”。化解焦虑，请多些“免费
志愿指导”。

治理社会性质的高考志愿填报
指导乱象，需要我们的教育部门主
动作为，需要我们的教育部门多承
担社会责任。从理论上来说，教育
部门对于高考志愿填报的游戏规则
最为清楚，而且掌握的信息更为详
细，最大的好处是教育部门有不少
专业人士多年参与考生的投档和招
录工作，什么地方容易出现问题，需
要注意什么事项，了解得更清楚，真
正能给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的指
导”“正确的指导”。

志愿填报指导，让“专业的人
做专业的事”，对于家长而言则需
要辨别，要多听“专业说”少听“网
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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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热议

图说世相

街谈巷议

“后高考”生活要放松不要放纵
叶金福

宁海农村放映员37年放映上万场电影：

打造“行走的文化驿站”
凌波

阿拉有话

将“摇一摇”广告，关进法治笼子

志愿填报，请多些“免费志愿指导”
郭元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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