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4 2017年6月15日 星期四 责编/胡晓新 叶飞 美编/雷林燕 照排/陈科时 评

6岁的望望身上，已经贴有好
几个标签，“6岁娃喝两瓶啤酒”“5
岁娃会走钢丝”，俨然小网红。某
直播平台上，他走钢丝的日常训练
直播，粉丝数万。张禹自创了一套
培养、训练、包装手法，在孩子身上
花了不少工夫。大多数人并不认
同张禹的培养方式，认为他是个

“疯子”“一根筋”。
6月14日《成都商报》

出名要趁早，“5 岁娃会走钢
丝”“6 岁娃喝两瓶啤酒”太过分，
已经偏离了正常轨道，是对孩子
的健康与生命的不负责，且埋下
了安全隐患。司法部门、妇女儿
童保护机构应介入调查，审视其
合法性，评估其作为孩子的监护
人是否称职。

利用各种手段，将孩子打造

成直播小网红，不惜弄出“6 岁娃
能喝两瓶啤酒，爸爸爷爷都支持”
的爆款视频，仅仅是为了出名就
这么不顾孩子的健康、不惜弄虚
作假，如此打造出来的网红，又有
何意义？现在孩子还小不懂得，
以后长大了知晓这些事，还会认
同爸爸的做法吗？

张禹的行为与意图存在矛盾
之处。其一边在想方设法训练孩
子，将孩子包装成小网红，另一方面
又不参加商演，声称不能耽误孩子
的学习、影响孩子的正常成长。他
说没有想过用直播来赚钱，却希望
直播带来的影响可以让他成立一
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可以帮助有
梦想的农村孩子。这是一个性格
复杂、内心纠结的爸爸：想让孩子早
出名，想培养孩子成才，想让孩子从
农村走出去，实现阶层地位的提升，

却又使用了一些非常规的手段，甚
至部分行为涉嫌违法，且将孩子置
于险地。

这些行为，与部分虎妈、狼爸
等类似，都是基于“出名要趁早”
的理念，以各种近乎粗暴的方式
对待孩子，强迫孩子从事超出其
年龄的事情。这样的教育方法，
不仅令家长出名了，也让孩子获
得外界关注，但是否真的有利于
孩子的健康成长呢？则需要时间
来检验。

前阵子网上流传一篇文章
《所有父母必须面对的现实：你的
孩子终将平凡》，对于绝大多数孩
子而言，这是事实。社会学的统
计数据亦有证明，大多数人注定
过着平凡甚至平庸的生活。父母
可以望子成龙，但也要尊重和接
受孩子可能平凡的结果。

“现在的地铁乞讨者，有许多
都是职业的，互相之间还建群在
网上沟通乞讨信息。”昨天上午，
记者从武汉地铁安保部获悉上述
消息。当天在2号线汉口火车站
站厅内，武汉地铁再次举行倡议
活动，呼吁市民抵制地铁乞讨。

6月14日《武汉晚报》

坐着崭新、快速的地铁，在千
人聊天大群里交流“工作信息”，
足迹遍布全国，

更有着高出一般白领的收入
……“地铁丐帮”除了掩饰乞讨的
衣着外，俨然成为令人艳羡的成
功人士。

“靠天吃饭”派，“勤劳致富”
派，编故事“演技”派，还有死缠烂
打的强乞派……以乞讨为职业的
敛财伎俩，五花八门，已然超出了
生存困难、向公众求助的范畴，涉
嫌欺诈。依照现行法律，诈骗罪
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欺
骗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

物的行为，应该受到法律惩处。
职业乞丐骗取人们的同情，诈取
公众的钱物，消费公众爱心。当
乞讨成为一种敛财的工具时，其
实也是将自己的人格和公众的善
心踩于足下。当他们貌似可怜实
则强悍地数着不菲的收入时，公
众的权益、城市的形象以及公共
道德也在日渐流失。

更有甚者，一些老弱病残被
乞讨团伙控制，成为他人赚钱的
工具。在可怜丐帮的背后，往往
是残暴的犯罪集团，丐帮头目自
己并不乞讨，却从各地坑蒙拐骗
来各种弱势人群，尤其以小孩子、
老年人和残疾人士为多。他们分
工明确，逼乞手法五花八门：有将
他人健康身体故意摧残致残的，
有将小孩子喂安眠药的……在他
们眼里，残缺的血淋淋的身体是
骗取同情和钱财的法宝，而其唯
利是图，泯灭人性的作为更是令
人发指。

“地铁丐帮”是职业乞丐的一

部分。职业乞丐林林总总，唯一
的共同目标就是金钱。据调查，
乞讨群体正在越来越年轻化，乞
讨方式也在不断翻新花样。“职业
乞丐收入超白领”折射出职业乞
丐早已成为一个社会毒瘤：稀释
了公共道德，抬高了诚信成本，加
剧人心的冷漠和道德的下滑；当
勤劳致富不及乞讨所得，则向民
众、向社会传递出好逸恶劳、非法
敛财、漠视法律和道德的错误信
息，而胁迫、伤害、欺压他人已经
严重触犯法律，不容小觑。

“地铁丐帮”、职业乞丐高收
入是对公共道德与法制文明的反
讽。现代文明当推进道德建设，
法治国家容不得法外“江湖”。对
于职业乞讨人员不应视若无睹，
更不该由着犯罪团伙坐拥自大，
野蛮生长，不知不觉吞噬健康的
社会肌理和公义。莫让“职业乞
丐”一次又一次地在法律、规则、
道德的灰色空间中大肆游走，损
害社会安宁。

满分作文满天飞
近日，一篇名为《人生如路，快上车吧》的文

章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有媒体报道称，该篇作文
为2017年全国高考江苏卷的满分作文。14日，
记者向江苏省考试院相关负责人核实：评卷过程
中不可能有任何所谓“满分作文”流出。

6月14日《中国新闻网》

为何还有人信？

那些对“高考满分作文”深信不疑的人，无非
是在转嫁自己对于优秀和完美的标准。他们想
要通过“满分作文”，找到一个模仿和学习的途
径，这当然没有错，怕就怕在有人将“满分作文”
视为“万能钥匙”，进而套用各种模板，进行看似
创新实则“八股”的高考作文套路。对此需要强
调，如果过分迷恋“满分作文”的光环，非但不会
给自己的写作水平带来提升，反而还会形成误
导。 宋潇

何不出版真的高考“满分作文”

现在书店里多有高考“满分作文”，可这些所
谓的“满分作文”却多数是假的。高考“满分作
文”有市场需求，有考生的心理需求，因此，有必
要出版权威的高考“满分作文”，无妨在考试结束
之后，由考试院等部门，收集各省的高考“满分作
文”，并且署名，以公益的方式提供给广大学生，
作为学习的“材料”，这样既可以正视听，又可以
作为对伪造的高考“满分作文”的打击。

前溪

机动车道去暴走
青岛市李沧区安顺路上有两个老年暴走团，

每天6点之后会在安顺路上暴走健身。不过，老
年健身暴走团走的却是位于马路中间的超车道，
非常危险。每个暴走团大约有二三十人，主要由
中老年人组成。从网上曝出的一段视频可以看
出，两组暴走团都分为两列，分别穿着红衣、蓝衣
的统一着装，挎着腰包式的播放器，甚至团队里
还有人高举着旗帜，昂首阔步向前迈步。

6月14日《半岛都市报》

健身不能任性

尽管这些暴走团成员在机动车道上暴走，有
着历史原因，暴走团在此活动的时候，还没有通
车，现在通车了，可暴走团成员却没有改变活动
地点，仍然我行我素，甚至在超车道上暴走。参
加体育锻炼是为了让自己拥有健康的身体，但锻
炼的方式首先要“健康”，事实上却非如此，如一
些人很早起来锻炼，还大吼大叫，影响周边居民
休息；在公园锻炼要压腿，却压坏了公园的树木；
跳广场舞，却制造了噪声，影响了别人……这些
不文明现象随处可见，这样既侵犯了别人的权
益，又不文明不安全，需要警惕。 王军荣

别一味抱怨“大妈”

最近几年，各地的“大妈”暴走团一次次地闪
亮登场。无论是哪个地方的暴走团，都不是“大
妈们”赌气地占道，她们也知道违反了交规，而且
有危险，但是，她们有更适合更安全的路线吗？
没有。否则的话，谁愿意拿生命危险换健康？从
这个角度看，各地职能部门不妨站在健身“大妈”
的立场上，多开辟一些适合暴走、健步走的路
线。 黄齐超

莫让“地铁丐帮”异化为社会毒瘤
斯涵涵

“6岁娃喝两瓶啤酒”是“出名要趁早”吗？
江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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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需求，就
会有市场，当职
业奶妈开始出
现，也需要从健
康等方面给予规
范。

职业奶妈有需求
也需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