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诈骗式”电影营销在微博上引发网友
热议。许多网友表示自己是被电影的宣传物料所
吸引的，但看完后感觉被“诈骗”了，有网友在经历
了多次被骗之后，已失去了观影的热情。被网友
热议的“诈骗式”电影营销是指营销团队利用虚
假、不诚实或不道德的手段来欺骗、误导消费者，
以达到盈利目的。但以消耗观众期待为代价来换
取高票房的“诈骗式”营销终究只是自欺欺人。

“诈骗式”电影营销往往通过蹭当红明星的热
度引网友“上钩”。电影《日不落酒店》在宣传文案
中将沈腾的名字紧跟在男女主之后且海报上也出
现了沈腾，再加上男主也来自开心麻花，大部分人
就认准了“沈腾+开心麻花”的金字招牌，但看完电
影后才发现沈腾仅是以人形立牌的方式出现在影
片中，这让观众大失所望。还有的主创团队通过给
电影贴上虚假标签的方式来吸引网友。今年8月上
映的电影《燃冬》让观众直呼受到了“题材诈骗”。
电影营销时称这是一部文艺片，但影片中主演们颓
靡的形象和低俗的情节与文艺片的定义相去甚远。

大部分电影营销，虽算不上完全欺骗网友，但
会在无形中影响他们的观影意愿。短视频平台的
迅速发展让部分电影在营销时赚足了网友的期
待。各种幕后花絮、高光片段、观众反应类短视频
在网络上铺天盖地，看似为影片埋下了许多爆梗，
但实际内容却不佳。这些宣传物料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反映影片的质量，但个别演员的演技和个别
片段的出彩难以代表整部影片的质量。当煽情、
以偏概全、刻意制造热点成为短视频营销的惯用
套路，只会招致观众的反感甚至反噬电影口碑。

短视频平台的迅速发展，让许多电影宣传逐渐
“出圈”，但电影宣传的创新应立足电影本身，而不
是华而不实的花式营销。电影营销的直接目的是
提高票房，但电影艺术成就的高低不是票房说了
算，而是来自大众评价、专业衡量、艺术赏析的综合
考量。基于欺骗的营销只会进一步折损观众缘。
大量的“诈骗式”营销会占据资源，埋没了一些质量
高但营销跟不上的影片，长此以往势必会打击优质
电影创作者的积极性，不利于电影产业发展。

电影不仅是供观众消遣娱乐的产品，一部优
秀的电影应该蕴含丰富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
教育价值。电影创作者要贴近群众、贴近时代，
让作品具有生命力与震撼力。同时，在立足电影
本身的基础上深度挖掘电影的丰富内涵，让营销
环节助力优质电影的输出。相关部门要健全电
影评价体系，从多维度全面评估一部电影，为观
众选片提供科学的参考。据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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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业主电子投票功能
周志翔

大学“奇葩”课并非闹着玩儿
刘薇

“唯第一学历”有失公平
孙瑞亭

“诈骗式”电影营销
辜负了观众的期待

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市网络信
息化局在“i银川”APP上线的业主电子投票功
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该平台上线至今，共有
40个住宅小区、约3.8万人次使用电子投票功
能，投票内容涉及选聘物业服务企业、使用专
项维修资金、公共区域设施设备改造、业主委
员会选举等。

电子投票功能并不稀奇，少有的是在民生
服务领域的应用。业主电子投票平台可以提
高物业管理的效率和业主参与小区管理的积
极性，增强业主对物业公司的信任度和满意
度。通过业主电子投票平台，物业公司可以更
加了解业主的需求和意见，从而优化决策流
程，提高决策效率和准确性。不断完善这一功
能，让更多业主参与到电子投票中，对基层治
理也是有益的尝试。

电子投票提高投票效率和准确性。传统
的投票方式通常需要业主到指定地点，或者业
委会成员挨家上门进行投票，这种人工方式不仅
耗费时间和人力，而且容易出现选票丢失、造假
等问题，给物业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扰。而

采用电子投票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不仅
可以提高投票的效率和准确性，还可以自动化处
理投票结果，减少人工操作，保证投票的公正性
和安全性。

增强业主参与感和信任度。使用业主电
子投票功能，可以有效带动业主积极参与小区
日常公共事务，推动社区治理体系建设行稳致
远，有利于基层治理工作重心下移，实现政府
治理和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同时，业主电子
投票平台可以增强业主对物业公司的信任度，
搭建了高效沟通渠道，有利于降低双方沟通的
成本，双向的作用才能驱动物业公司提升服务
质量和口碑。

近年来，银川市不断加强全市物业服务提
升管理工作，抓紧抓实物业服务贴近民生的

“关键切口”，纵深推进物业管理服务融入基层
社区治理体系。为的是物业管理与服务能够
符合广大业主的期待，业主电子投票功能的投
入使用，为实现更优质的社区基层服务提供了
借鉴，也为今后依托这一功能开展更多工作打
下了基础，就看后面如何完善与使用了。

最近正赶上“秋招黄金期”，一方面不少应届
毕业生纷纷奔赴招聘会谋求心仪的工作，另一方
面“因第一学历就业受挫”而引发的讨论再度升
温。显然，在招聘过程中的“唯第一学历论”，损害
了求职者的公平就业权，既会造成人力资源错配，
也会给用人单位带来潜在的损失。

“第一学历是永远的伤吗？”“上午申请offer，
下午被告知只收‘双一流’高校学生。”“第一学历
不好，就像留了案底。”社交平台上这类帖子不少，
而且很容易在评论区引发热烈讨论。通过检索不
难发现，有媒体也报道过相关的典型案例，比如

“海归博士、985 硕士求职 简历因‘本科双非’被
刷”，可见在就业中因第一学历受挫的人并不在少
数。事实上，“第一学历”本身就是个伪概念。教
育部曾在给网友的回复中明确表示：学历是指人
们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的
学习经历，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中
没有第一学历这个概念。据统计，我国目前有高
等院校3000余所，其中985、211院校、“双一流”高

校仅有百余所，占比约为0.4%。很明显，第一学历
为985、211院校毕业的大学生也只是极少部分。

第一学历并非法定概念，也不能等同于业务
能力，只是曾经学习经历和背景的反映，如果在招
聘中将其作为“准入门槛”显然是涉嫌就业歧视
的，违反了劳动法律规定，进而侵害他人平等就
业的权利。尽管如此，但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个体
的求职者在遭遇第一学历歧视的时候，往往因为
维权不易且效果不佳，所以不愿意向劳动监察部
门反映情况，更愿意将宝贵的时间投入到继续找
工作中去。对于用人单位来说，注重第一学历或
许是一种较为方便快捷的筛选办法，符合自身追
求效率和控制考察成本的要求，看上去也无可厚
非，但其实也给自己在人力资源配置上埋下了隐
患，毕竟太多的现实经历告诉我们，衡量一个毕业
生的标尺应该是多方位、多层面的，绝非贴上

“985”“211”的标签就能用、就好用、就实用。况
且，也不能够随意抹除很多人在考上并不太理想的
大学之后的努力和付出。

应该说，目前在很多层面已经扭转了以往出
现过的“唯名校”“唯学历”的招聘风气和用人导
向，面对“唯第一学历论”的出现，更应该积极落实

“在招聘公告和实际操作中不得将毕业院校、国
（境）外学习经历、学习方式作为限制性条件”这一
政策要求，需要明确限定的则是按照岗位需求合理
制定招考条件、确定学历层次等。数据显示，2024
年高校毕业生数量预计会达到1187万人，要减少和
避免他们在找工作时遭遇第一学历歧视，就需要在
法律层面对包括第一学历歧视在内的学历歧视形
式予以明确，从而引导企业、用人单位消除第一学
历歧视。与此同时，劳动部门可对此展开督察，对
招聘过程中确实存在第一学历歧视的用人单位给
予一定程度的行政处罚并予以公示，司法机关则可
以发布第一学历歧视典型案例、指导案例。

就业是民生之本，当我们求贤若渴、广纳英才
的同时，同样需要重视广大求职者的平等就业权，
要持续做好优化就业环境工作，不拘一格、平等对
待每一个劳动者。

你的大学选修课有没有制咖啡？你的宿管
阿姨教没教你缝衣服？实名羡慕这样的课堂。

河南信阳市一高校“缝缝补补小课堂”近日
开课，宿管阿姨手把手教“针线活”，学生们不但
不排斥还学得很起劲儿，成为媒体笔下的新闻；而
黑龙江大学咖啡选修课上，老师现场展示白兰地
与咖啡的融合，引得学生“哇”声一片。这门课已
经开设了十年，每学期18个课时，招60名本科生，
线下报名、不计学分，结业后颁证，老师则是外聘，
课上教的内容很多，用的材料都是他自费购买。
结果报名太火了，有学生选了四年都没选上。

从需求端审视，大学生们对“缝缝补补小课
堂”和咖啡选修课的热捧，并非全然出于学一门
技能的获得感，或许还有对解压文化、治愈文化
的契合呼应。网络社交媒介提供大量分享机会，
各类兴趣爱好和专长有了释放与展示空间，更激

发了年轻群体重视自我发展的活力。作为一种
需求辐射至线下，便反映为各地高校层出不穷的
特色课堂。有些课程看似“奇葩”实则并非闹着
玩儿，比如四川大学的爬树课、成都大学的川菜
烹饪、西北师范大学的毛线手工课、青岛大学的
葡萄酒课、青岛科技大学的口哨课、东南大学的
舞龙课……都可以纳入劳动教育的大框架，但更
重要的是，在实际操作之外培养兴趣爱好、人文
修养与审美，是现实与长远的双重考量。

从实际反馈来看，这一类课程人气颇高，甚
至成为学校招生一大品牌。其实只要学生有需
求，不违背教育教学规律且符合学校开课规定，开
什么课都无可厚非，且能最大化发挥高校培养人
才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优势。只是要注意因
地制宜，在教材编写、师资安排等方面做好统筹，
避免选修课走过场不讲质量，甚至偏离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