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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获评了‘汪巷好人’，村民
汪国武不仅通过了村里惠农贷的审
批，还直接拿到了30万元的最大贷款
额度。”浙江余姚市梁弄镇汪巷村相
关负责人表示，对于获评“汪巷好人”
的村民，村里不仅会给予表彰，还会
在惠农贷申请程序上提供便利。

3月21日《宁波日报》

财富积累和社会资本的生产需
要一定的过程，难以一蹴而就；对于
不少有创业需求的农民而言，难免会
存在一定的资金缺口。“好人优先贷
款”切实做到了“有德者有得”，让好
人们不仅得到物质帮扶，也得到了精
神慰藉。

“好人优先贷款”不仅具有经济意
义，还具有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在
一个盛行符号互动的时代里，“好人优
先贷款”向公众传递出一个鲜明而又
生动的符号信息——道德并非没有
用，拥有良好口碑和声誉的“好人”同
样可以赢得他人的信任和认同，从而
比普通村民更容易获取信贷支持。

信任有助于简化合作，这一点在
“好人优先贷款”上得到了淋漓尽致
的发挥。正是出于对“好人”的信任，
银行才有差异地、有选择性地进行了

“另眼相看”“高看一眼”。作为社会
信用建设的一种探索与尝试，“好人
优先贷款”通过制度创新来规范和指
引人们向善向好，显然值得点赞。

让“好人”得到实惠，“好人优先
贷款”通过金融创新化导人心，激励
和引导人们以“好人”为榜样，努力成
为更好的自己。对为善者进行及时
的肯定、及时的奖赏，不仅有益于行
者坚守其善，也有利于使观望者向往
其善；“好人优先贷款”契合“有德者
有得”的传统道德，受到不少村民的
肯定与点赞。

“好人优先贷款”将物质手段与
精神手段有机结合起来，不仅能够助
力乡村振兴，也有助于乡村文明建
设、优化乡村治理。当那些“好人”能
够通过金融服务改善和优化生存生
态，当好人们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
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好人”的所作
所为才会赢得更多的文化信仰和价
值追求，与人为善、成人之美才会逐
渐蔚然成风。

让好人有好报，让行善者有所
得，“好人优先贷款”不仅把模范标杆
立起来，也用创新举措激发公众参
与，有助于规范村民言行、丰盈精神
世界，让乡村治理更有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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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
不在家，就去找它妈。它妈想打架，就
赏它妈两个大嘴巴……”前段时间，有
网友反映称，自己用网络电视给孩子
播放儿歌时，竟然出现了这样一首改
编的儿歌，歌词让人感到不适。记者
近日调查发现，类似家长口中的“毒儿
歌”并非个例。一些儿歌中或掺杂脏
话、或宣扬暴力、或带色情词汇，还有
的歌词怪异，让不少家长直言毁“三
观”。 3月21日《法治日报》

3月21日是“世界儿歌日”，却看
到了“毒儿歌”的新闻，不免让人有些
唏嘘。

“毒儿歌”危害性较大，对少年儿
童及婴幼儿的身心健康成长非常不
利。孩子们正处于生长发育期，尚未
形成正确的“三观”，且接受能力、模仿
能力都很强，“毒儿歌”有可能扭曲儿
童的认知，使他们以丑为美、是非不
分。

那么，“毒儿歌”为何能够“流
行”？一方面，优秀儿歌的长期缺席，
市场上缺少符合当代潮流、朗朗上
口、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儿歌；另一方
面，目前我国对儿歌的审核监管体系
尚未完全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
儿歌对孩子们精神世界的引领作用，
从而使“毒儿歌”乘虚而入，有了一席
之地。特别是手机互联网、电子产品
的广泛应用，“毒儿歌”传播范围广、
受众多，对未成年孩子的影响极大。

试想，如果让“毒儿歌”继续横行，在
“毒儿歌”熏陶下长大的孩子，其“三
观”就很容易出问题。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
条明确规定，禁止制作、复制、出版、
发布、传播含有宣扬淫秽、色情、暴
力、邪教、迷信、赌博、引诱自杀、恐怖
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等危害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的图书、报刊、
电影、广播电视节目、舞台艺术作品、
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和网络信息
等。可见，“毒儿歌”妨害未成年人的
身心健康，通过儿歌软件、唱片、短视
频平台等传播“毒儿歌”，均属于违法
行为，必须依法坚决予以纠偏和整
治。

儿歌不该“少儿不宜”，绝不能让
“毒儿歌”教坏孩子。首先，监管部门
及短视频等平台应履职尽责，进行一
次大检查和自查自纠，对存在不当、
低俗和不文明等内容的“毒儿歌”，立
即下架处理；其次，尽快建立健全儿
歌的审核监管体系，对写作、传播、推
广“毒儿歌”的违法者，依法予以严厉
惩处。此外，鼓励和支持教育机构、
艺术机构以及社会力量，大力创作、
推广正能量的好儿歌，并对优秀儿歌
的创作者予以一定的物质奖励。

总之，全社会要高度重视儿歌对
孩子们精神世界的积极引领作用，坚
决铲除“毒儿歌”生存的土壤，让正能
量的儿歌引导和教育孩子们健康、安
全成长。

不吐不快

“毒儿歌”为何能够“流行”？
丁家发

“好人优先贷款”将社会声誉转化为金融支持
杨朝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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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剧本杀”开辟科普新路径
江德斌

失忆的众人从昏迷中醒来，发现
自己身处医院，耳旁传来“健康仙子”
的声音：“所有人现在判断自己的病
情，然后抓紧时间去诊室！”这不是科
幻电影，而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原创医学科普剧本杀《谣言迷宫》的故
事背景设定。3月19日，这部剧本杀
正式在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亮相，收
获广泛好评。

3月21日澎湃新闻

医学科普涉及到专业性、权威性，
内容严谨求真，科普模式也一般较为
严肃、认真，跟普通人有专业距离，与剧
本杀似乎也不搭界。如今，复旦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推出原创医学科普剧本杀，
实现了跨界融合，达到强强联合效果。
医学剧本杀属于创新式科普模式，迎合
了年轻人的喜好，让参与者仿佛置身于
一场紧张刺激探险，在趣味盎然的氛围
中沉浸式了解医学科普知识。

据介绍，《谣言迷宫》剧本杀设定独
特，参与者需要在“健康仙子”的引导
下，通过回答问题、判断病情、破除健康
谣言等环节，实现通关。谣言则涉及饮
食、运动、生活习惯等多个方面，都是日
常生活中人们容易误信的错误信息。
可见，这不仅是一场紧张刺激的游戏，

更是一次深刻的健康教育，有助于参与
者提高医学素养，帮助识别各类健康谣
言，降低在生活中被骗的概率。

众所周知，剧本杀是非常流行的
休闲娱乐活动，通过角色扮演的真人
游戏模式，以沉浸式体验、悬念、刺激、
烧脑等设计特点，很容易让人产生游
戏欲望，深受广大年轻人的喜爱。现
在市面上流行的剧本杀种类繁多，主
打推理、悬疑等，但是将医学科普与剧
本杀合二为一的，确实是极为罕见，令
人眼前一亮，能够藉此吸引年轻人的
注意力，通过玩剧本杀的方式，向年轻
人普及医学知识。

医学剧本杀开辟了一条科普新路
径，通过这种新颖独特的方式，让科普
知识更加生动有趣，更易于被大众接
受和记忆，提高了医学科普效率。可
见，这种跨界融合的模式，打破了医学
专业壁垒，更贴地气，易于推广，即便
原本对医学兴趣不大的年轻人，也能
够通过玩剧本杀的途径，掌握到基本
的医学知识，了解生活中常见的健康
常识。因此，其他科学领域的科普活
动，也可以借鉴、效仿，将本领域的科
学专业知识，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剧
本杀、电子游戏、动漫等方式，进行全
新的演绎，达到寓教于乐的科普效果。

漫画 严勇杰

生吃寄生虫减肥，医美直播
带货“三无”产品……朋友圈、自
媒体里那些夸张的美容养生“知
识”和医药“新闻”，是否真假难
辨？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
中央网信办、最高法、最高检、公
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多部门印
发《关于加强医疗监督跨部门执
法联动工作的意见》，针对突出
问题，要形成监管合力，维护人
民健康权益。

3月20日《经济参考报》

“三无”产品成“神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