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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承诺：
杜绝外出吃饭叫美女作陪

“杜绝开发商请客吃饭与办证速度挂钩”“杜绝交100元钱才能办证”
“杜绝外出吃饭叫美女作陪”“上下班坚决不迟到早退”……这两天，湖南衡
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权籍调查科的集体承诺书在网上引发热议。

11月1日《重庆晨报》

马涤明：这些承诺，看上去不像“无的放矢”，更像“自我举报”。

近日，一个5岁小朋友的简历上了热搜。小朋友是这么介绍自己的：文
史艺数体全面发展……每周写三篇英语日记，做过20多本思维书，通过实
验了解浮力、密度、磁力、重力。幼儿园小班到中班，年阅读量从100本上升
至500本，秒杀一众成年人。2018年前十个月阅读的英文书目，已经有密
密麻麻的五大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京都大阪胡志明，河内芽庄长滩岛
…… 11月1日 澎湃新闻

牛顿只有一个，爱因斯坦只有一个，霍金也只有一个，不是每个孩子都
有成为“牛娃”的天分和资质。现实生活中，包括自己家孩子在内的绝大多
数孩子，其实就是普普通通的孩子，跟“牛娃”并没有可比性。

但是，也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对这名5岁“牛娃”的简历进行抨击，认
为这是剥夺了孩子童年的快乐。相反，笔者以为，他的家庭教育中确实有当
下很多家庭严重缺失的东西，这才是广大“吃瓜家长”需要反思的地方。

比如，家长要放下手机，多留一点时间陪伴孩子。这名“牛娃”的父母坚
持每周5天、每天有2-2.5个小时的有效陪伴。还有，对于上幼儿园、小学低
年级的孩子，家长不必对他们进行“超前教育”，但要从小培养他们阅读、按
时完成作业任务、按时休息等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这是一个人受用终身
的巨大财富。在这名5岁“牛娃”的简历中，他的生活作息非常有规律。

观众在乎票价，更在乎质量
何勇海

曾经一段时间，9.9元、19.9元的低价电影票把很多观众拉进影院。如
今，各个平台的票补越来越少，低价电影票也不如以前常见了。最近，中
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6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
显示，决定是否观看一部电影时，84.2%的受访者会把票价作为重要参考
因素。93.6%的受访者能接受的电影票价最多40元。60.1%的受访者认为
现在的电影票价高。 11月1日《中国青年报》

客观地说，如今的电影票价算不上太低，也算不得太高，即使售票平台
的电影票补贴越来越少乃至取消，没有9.9元、19.9元的低价电影，也没有十
年前票价贵。据报道，2008年上映的3D电影《地心历险记》，在不少地方的
影城售价为120元；2010年初的科幻3D电影《阿凡达》，在很多影院都定价
在160元左右。这几年引进的科幻3D电影并没有这么贵了。一份权威的数
据显示，中国平均电影票价为5.74美元，美国平均票价为8.13美元，日本电
影票价达到12.77美元。

然而，超九成受访者买电影票为何最多愿花40元，六成受访者为何认
为现在的电影票价高呢？原因是不少电影不值票价，花太多钱去看不值
当。《地心历险记》在当时中国内地仅有86块3D银幕的前提下获得7000万
元票房，《阿凡达》当年在中国创下2.04亿美元的票房纪录。如此看来，电影
票价高并非真正的观影制约因素，上映后的口碑才是，如果电影本身足够
好，观众仍愿意花较高的价钱去捧场。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俗话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但同学群只是简单依据
同学关系，只要是同学关系都会被拉进群里，并没有考虑到
群友之间的线下关系如何。更重要的是，同学毕业走上社
会之后，在竞争中逐渐出现了严重的分层，有人成了土豪，
在考虑要不要移民；有人成了屌丝，在思考要不要厚着脸皮
回家乡发展。这使得同学群唯一的共同话题只剩下回忆学
生时代的生活，沉默、潜水只能是多数同学的选择，真正关
系好的同学，拥有共同话题的同学，日常沟通交流都不在同
学群中，不是私聊，就是线下联系，有的还成立小规模的同
学群。 何勇

没必要伤感

许多时候，物理的山水阻隔，也会带来心理上的距离感
与隔阂感。鞭长莫及、联系不够频繁的同学，成为一种“弱
关系”；与之相比，在工作生活的地方构建的熟人社会网络，
则成为一种可以寻求社会支持与精神慰藉的“强关系”。更
何况，现代社会人们建立和进入一些群体与社会组织的路
径更加多元和便利，对同学群的依赖度很低，“同学群冷清”
也就在所难免。扭转冷清，关键在于让同学群回归情感本
位。随着阅历的丰富与心态的成熟，当同学们对名利、情感
有了更多的价值认同，同学群才会重新热闹起来。 杨朝清

功能被异化了

如果说之前“心灵鸡汤”成为微信朋友圈里的“爆款”，
还能给人一种心灵的抚慰，那么现如今的微信群、朋友圈已
经逐渐被玩坏了，成了社交方面的“鸡肋”。当下的不少微
信朋友群已经成了是非功利的场所，而之前相对纯粹的情
感已经贴上了关系利益化的标签。光怪陆离的公众号，纷
繁复杂的网址链接，无法拒绝的商业性质的投票，接二连三
的“拉票大战”，即便人成天端着手机也难以打理，遑论一个
个忙得灰天暗地的职场人士呢？面对形形色色、五花八门
的微信朋友群、朋友圈，估计谁也不会“从容淡定”，因为稍
有不慎就会被友人戴上“高冷”“傲慢”的帽子，甚至更有可
能在一定范围内被孤立。 樊树林

线上距离近了，心理距离远了

如果在建群之初，大家都热情高涨，寄予了相当的厚
望，希冀日后能够得到点什么，就很有可能失望，友谊的小
船说翻就翻。同学群也好，朋友圈也罢，不过是熟悉的或者
不太熟悉或者完全陌生的人群相互之间沟通、交流的纽带，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只能维持一种松散的、自由自在的关
系，终究不应该异化为交易群、生意群，附加太多的功利，沾
染太多的铜臭。否则的话，“线上距离”近了，“心理距离”却
就会远了，“潜水”就是一种无声的抗拒。 郑建钢

建立群规很重要

同学群要有，但最好不要沉寂，更不能变成“死群”。倘
若半年都没有人言语，甚至异化为“拉票群”“广告群”“助力
群”“点赞群”等，也就背离了建群的初衷，一旦“初心”变了，
也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即便没有人退群，也相当于解散状
态。笔者以为，商议建立群规很重要。比如，就不应该让其
成为“拉票群”“广告群”“助力群”，这也就需要每个人多些
自觉；应遵循一定的网络交往原则，比如避免半夜在群里发
送信息；避免抬杠，有分歧可以私聊；守时原则，别人询问尽
量及时回复等。

杨玉龙

同学群：
建时热闹，不久冷清

初中同学群、高中同学群、大学同学群……记者近期调
查发现，通过社交媒体，不少人加入了各类同学群，有的甚
至连幼儿园、小学同学都建了群。但是不少群建群时热热
闹闹，不久就冷冷清清，少数几个人唱“独角戏”，大多数人
成了“潜水员”；有的群还逐渐异化成为“拉票群”“广告群”

“助力群”，虽然反感，但是碍于情面，也不好意思贸然退
出。 11月1日《北京晨报》

“牛娃”背后的家庭教育值得学习
张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