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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评天下
XIANDAIJINBAO

“你香椿自由了吗？”是的，你没看错，这年头连
买香椿都可以拿来“炫富”了。这段时间，因为部分地
区香椿价格的走高，甚至达到一两百元一斤。“香椿
自由”这个新词便横空出世。一些网友表示：难道所
谓的中产焦虑，一定要让某件特定物质，来决定自己
的生活水平？（3月24日中国新闻网）

“车厘子自由”引发的焦虑情绪还没有彻底缓
解，“香椿自由”又让我们陷入新的焦虑当中。

相比之下，“香椿自由”在网上引发的焦虑感更
甚于“车厘子自由”，毕竟车厘子作为一种进口高端
水果，吃不起可以理解，怎么现在连田间地头常见的
香椿也吃不起了？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焦虑情绪，那
么应该反思了，因为你已经受到了这些虚妄焦虑的

负面影响。
我们真的有必要为了几斤进口车厘子、几把香

椿而焦虑吗？又有必要把某种特定的物质作为衡量
人生幸福的标尺吗？更多情况下，这不过是一些网络
大V、自媒体为了追求爆款文章、追求10万+的点击
率而在刻意贩卖焦虑情绪而已。如果你真的相信了，
除了给自己平添烦恼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回头看看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几人会经常购买
几百元一斤的车厘子吃？又有几人会天天把香椿当
菜吃？不过是趁着当季买一把尝个新鲜而已。再者来
说，如果天天拿香椿当菜吃，那种特殊味道，也没几
个人受得了。

除了车厘子、香椿，网络上这样的噱头还有很
多。比如网上不知哪来的“消费阶层表”，里面从低到

高列出了所谓“菜市场自由”“化妆品自由”“学区房
自由”“出国旅游自由”等等。很多网友明明收入尚
可，日子过得踏实而幸福，但是一对照，马上觉得自
己活得太憋屈，太窝囊，竟然连想吃啥菜就买啥菜的

“菜市场自由”都没有实现。
这不是纯粹的自寻烦恼吗？
即便你实现了最高等级的所谓“某某自由”，就

能够代表你比别人更幸福吗？我们常说过度的攀比
没有意义，那么同样的道理，因为过度攀比而产生的
过度焦虑，非但没有意义，反而害处多多。我们不反
对人们追求“某某自由”的终极自由，但我们反对被
这种人为炒作出来的“某某自由”所裹挟，被焦虑所
裹挟。因为，即便你实现了某个“自由”，但焦虑仍旧
会存在，而幸福也会离你越来越远。 苑广阔

回应“学生未订奶被罚站”
需公开更多信息

针对近日网传小学学生因未订购牛奶疑被
班主任罚站讲台的视频，扶沟县教体局回应称，
罚站说法不实，但教师因未顾及到没有订购牛
奶的学生家长感受而拍发视频造成不良影响，
故对涉事教师作出停职反省的决定。（3月24日
中新网）

舆情回应的目的，是针对社会关注焦点，
摆清事实、讲明道理，让受众认可和信服，进而
定纷止争、平息事端。但有的回应像自说自话，
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丝毫都不顾及受众
感受。如此回应不仅达不到预期目的，还可能
引发新舆情。比如本次事件的回应，就在不及
格之列。

按官方说法，之所以出现“没订牛奶的学
生被罚站、看别人喝”现象，是因为班主任忘带
订奶学生名单，为防止错发才让没有订奶的学
生暂时离桌站在讲台上。同时，为让订奶的学
生家长看到孩子饮奶情况，该教师将学生饮奶
场景拍成视频发到家长群。

这种说法貌似能自圆其说，但推敲起来有
“硬伤”。区分订奶学生和未订奶学生的方法有
很多种，比如让订奶学生举手示意或上台领取
等，而这位教师采取了最坏的一种。不管该教
师本意如何，但其做法却对学生和家长造成了
伤害。如果说连这点基本的同理心都没有，该
教师的职业素养令人生疑。

事实上，家长和公众质疑的焦点不仅仅是
涉事教师简单粗暴的做法，还有背后可能存在
的利益纠葛。有家长怀疑，学校和老师从中得
了好处，部分未订奶的学生影响了学校和老师
的“财路”和权威，因此被故意刁难、报复，以起
到杀鸡儆猴的作用。据报道，有学生称，“老师
硬是让订”；有家长称，“若不订奶有时老师会
为难孩子”。

别怪社会公众总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
教育工作者。一方面，校园“微腐败”现象现实中
并不罕见，很多名为“自愿”的收费项目实则具
有强制色彩；另一方面，对这种“瓜田李下”之嫌
以及家长和公众的质疑，涉事学校和当地教体
局均未回应。涉事教师不顾及未订奶的学生家
长感受，而相关部门回应时也不顾及社会公众
感受，岂能服众？

如此轻描淡写、避重就轻的处理，对任何一
方来说都不公平。如果此事确属无心之过，涉事
教师当然需要反省和改进，但学校和相关部门
也应还其清白，别让基层一线教师背上“吃回
扣”的嫌疑；若该教师和学校确有不当获利行
为，相关部门更应依法依纪严肃处理。总之，回
应这次舆情事件尚需公开更多信息，更需直面
焦点问题。

不知道这位被责令停职反省的教师究竟会
如何反省，也不知道现实中还有多少类似奇葩
事件。 陈广江

别被“某某自由”背后的焦虑所裹挟

“救护车见危不救”不能光看表象
近日，一段“老人骑车摔倒，路过救护车不施

救”的视频在网上传播，视频发布后引起一片质疑
声。3月22日，四川乐山市市中区妇幼保健院对此
进行回应，称救护车着急送血救人，随车人员不是
医护人员。（3月24日澎湃新闻）

老人骑车摔倒受伤流血，看来伤势不轻，而路过
的救护车却没有停下施救就离开了。不少“吃瓜群众”
因此十分愤慨，认为救护车工作人员冷漠无情、漠视
生命，与其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相违背。然而，此事不
能光看表象，不明真相的民众还是别急着开骂。

根据乐山市市中区妇幼保健院发布的情况说
明，“救护车见危不施救”是事出有因。当时一孕
妇因凶险型前置胎盘大出血，病情危重需紧急输
血，医院派出血库检验人员随救护车赶往乐山市
中心血站紧急取血。试想，如此紧急的情形下，孰
轻孰重非常明了。相信知道真相的民众，也就不会
去谴责其“见危不救”的行为了。

其实，救护车执行急救任务，一般对出车、归

车的时间和路径等都有要求，从而便于 120 急救
指挥中心的集中统一调度和管理，防止司机自行
其是或随意改变路径而造成管理和秩序混乱。此
外，120在接到患者求助电话后派出救护车，救护
车即与患者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救护车必须履
行其责任完成急救任务，否则会造成违约，如果因
延误造成患者严重伤害或死亡的，甚至还要承担
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因而，救护车一般不会擅自
改变行车路径，或在途中停下来进行其他救助行
为，这是必须遵循的急救和工作原则。在这起引发
热议的“救护车见危不施救”事件中，当事司机立
即停车，拨打了120呼救，说明本车到中心血站紧
急取血，车上没有医护人员，现场需紧急救治。可
见，当事司机也并非“见危不救”，只是没有中断
自己所担负的急救任务。

简而言之，要理性看待救护车的急救原则，让
救护车以规范、合理的操作，尽力保障民众的生命
健康安全。对此，公众应当理解，不要不问青红皂
白就开骂。 丁家发

语言贫乏不光是
年轻人的“网络病”

网络环境下，年轻人越来越
倾向于使用网络用语表达思想情
感。网络用语虽然有时幽默活泼，
但也存在缺乏文化内涵的问题。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
心联合问卷网，对2002名受访者
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6.5%的受
访者感觉自己的语言越来越贫乏
了。（3月21日《中国青年报》）

不管我们承认与否，语言越来越贫乏确
实是普遍现象，这种现象不只发生在年轻人
身上，也发生在喜欢使用网络社交工具的中
老年人身上。

为何会造成此种现象？一方面，我们网络
化生存多年，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网络语言，以
及越来越多的表情包。网络语言和表情包替
我们表达所思所想，更直接、更简洁、更准确、
更方便，我们往往会不假思索地使用，实现键
盘与网络上的快速交流。尤其是表情包，能让
我们的网络交流省时省力，而且，生活中的酸
甜苦辣基本都能用表情包来表达，两三个表
情包往往会胜过好些语言，这也是不少人喜
欢在社交软件上斗图的原因所在。

然而，几乎无所不包的网络语言和表情
包，在方便快速表情达意之时，也让我们在现
实中变得“不善言辞”。就像提笔忘字一样，网
民现在经常遗忘一些基本的成语和名句。另
一方面，现在许多人长期生活在“网中央”，习

惯了网络社交，极少在现实中进行人际交往、
语言交流。基于网络的无限延伸性，看似我们
的“朋友圈”在扩大，其实真实的现实社交范
围在缩小，让人越来越孤单，这同样是在毁掉
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每个人的语言表达能
力，都需要通过在现实工作、学习、生活中运
用，才能巩固与提升。键盘上打出来的文字可
以修改删除，现实社交中的语言交流，才更为
考验我们的语言表达功夫。

如何改善语言贫乏的问题？上述调查中，
有受访者建议独立思考，训练自己的语言逻
辑；有受访者建议多读经典，提高个人的文化
水平；有受访者建议创造鼓励多元化表达的
平台和氛围。在我看来，思想和语言是同时发
生的同一件事情，只要有思想，就有语言。一
个语言贫乏的人，基本是思想贫乏的人。所以
说，语言贫乏其实是思维思想贫乏的体现，独
立思考，训练自己的语言逻辑，是走出语言贫
乏最好的良药。 何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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