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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旅游”迸发宁波体育发展新动能

学校来信

父母强势不是错
错的是无理的强势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
问卷网对2001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中，
发现75.4%的受访者感觉自己父母过于强势。
受访者认为父母过于强势的两个主要表现是
拒绝沟通（55.2%）和控制欲强（53.3%）。58.8%
的受访者建议家长学会尊重孩子的意见。（4
月18日《中国青年报》）

俗话说：“强势的父母教不出好孩子。”不
少成长中的孩子对强势的父母表现出反感，
但是，父母强势并非绝对的错误。有时候，父
母不强势，反而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孩子的学习成长期大致可以分为幼儿、
小学和初中三个阶段，这三个学龄阶段表现
出来的心理特性是不同的。但共性却非常明
显，即这三个阶段的学习都呈现出模仿的特
点。模仿是孩子的天性，更是孩子最重要的学
习手段。

在幼儿和小学阶段，父母是孩子认识世
界、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样板”。由于孩子正
处于“人之初”，是接纳社会规则，培养良好习
惯的最佳时期，父母的教育和引导必须一丝
不苟。父母如果不强势，在习惯和规则引导上

“不在位”，或者漫不经心，让孩子成长处于自
由主义状态，必然导致孩子成长出现偏差。

进入初中即少年时期，随着经验积累的
增多，独立、自主意识增强，孩子们开始有自
己的思考和主张，渴望拥有自己的空间。此
时，父母的强势可能会引发孩子强烈逆反。因
此，父母应当学会应时而变，要松开手中的风
筝线，给足孩子自由；同时，在原则问题上，又
必须将风筝线抓紧，防止孩子走偏学坏。

儿童时期，家庭教育应溺爱与严肃并存，
强势一点没错；少年时期，家庭教育应严慈并
济，突出温和教育。但不管哪个时期，单一的
教育风格只会让教育变得简单粗暴，效率低
下。比如在儿童阶段，不能过分强势，让孩子
生活在家长权威之下，也不能过于溺爱，忘记
了对孩子的牵引；孩子进入初中后，不能因为
要尊重孩子个性发展，就轻易放弃原则，该强
势还得强势。强势之下，必有健康的亲子关
系，这是家庭教育的主线。

家庭教育是一门艺术，要讲究张弛有度，
收放自如，严中有爱。“教不严，父之过”，强势
永远是家庭教育不可松懈的手段。但强势不
是家长作风，不是家庭暴力。处理严厉和温和
这一矛盾的唯一办法，是民主意识，让民主意
识始终成为调和家庭教育气氛的润滑剂。心
有民主意识，才有儿童立场，才懂得尊重孩
子，才懂得构建和谐的亲子关系，才会俯下身
与孩子交心，才能读懂孩子的内心需求。所
以，父母强势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你
和孩子永远是平等的。只有这样，你的强势才
不会显得那么无理，你才不会将自己的意志
强加给孩子，孩子才会品尝到家庭生活的快
乐。 范军（教师）

近日，发生于宁夏彭阳县王洼镇中心学校的
“校服印枸杞品牌名”一事引起多方关注，据悉这
批校服来自于一家企业的捐赠。此事引发巨大争
议后，涉事的宁夏关心下一代基金会相关负责人
向记者表示，她很自责，本来想做一件好事，结果
没做好，目前校服已经全部回收调换。（4月18日
澎湃新闻）

校服印着枸杞商标，构图很凌乱，场面很荒
诞。虽然这批校服源于无偿爱心捐赠，性质不比

“付费广告”那般恶劣，可其造成的负面观感，还
是在很大程度上让人感到厌烦。

捐钱捐物做好事，捐赠人的权利和利益的实
现，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理论上，只有慈善
行为同时给捐赠人和受赠人都带来了“福利”，才
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就此而言，企业给学校捐
赠校服，并不是不可以追求回报，也并不是不可
以进行品牌营销，关键还是分寸和技巧。动辄将
商标打印在校服上，如此做法还是太简单粗暴、
太低级、太招黑了。

长久以来，涉学校的爱心捐赠，其实一直未
能很好解决捐赠人“利益实现”这一课题。常见做

法是，针对大额捐资助学，往往以冠名的形式作
为“回报”，比如说冠名学校，冠名图书馆、冠名奖
学金等等。但对于小额捐赠、实物捐赠等，校方

“回报”捐赠人的成熟办法却不多，这客观上抑制
了爱心人士、爱心企业的慈善热情。事实上，此前
宁夏的确尝试了所谓“希望校服”项目，规定可以
在校服上印上捐赠方指定名称——这几乎可说
是百般无奈下的擦边球式试探了。

诚如我们所见，“希望校服”项目的效果并不
好。此事很难单纯归咎于相关公司太功利，而更
多还应该从整个慈善文化、募捐运作机制上去归
因。当我们无法提供有吸引力的“回报方案”，便
不能激励更多的爱心企业慷慨解囊，由此导致慈
善“源流萎缩”，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可是，一旦为
了慈善“开源”而不顾体面、抛弃底线，那么所谓
的“慈善”就又会失去意义、扭曲变异了。

“校服印枸杞品牌名”，无疑是一次极其糟糕
的尝试。从失败的个案出发，重申爱心捐赠的道
德伦理底线，探索得体、可操作的捐赠人利益实
现方式，这之后慈善事业才能更健康发展。

然玉

百姓话语

校服印枸杞商标引争议
我们该如何得体“回报”捐赠人？

日前，2022年第19届杭州亚运会组委会向
宁波市政府颁发了《2022年第19届亚运会场馆
及设施建设任务书》，确定亚运会沙滩排球比赛
项目落户宁波（象山）分赛区。这是象山继获准承
办亚运会帆船帆板项目后，承办的第二项亚运会
项目任务。（4月18日《现代金报》）

基于竞技赛事的高关注度、强参与性和安排
预期性，体育旅游目前已逐渐成为国内不少城市
创新体育事业的开拓思路。此次，杭州亚运会排
球赛事落户东海半边山景区，是宁波风景区承担
国际顶级运动盛事的有益尝试，也是宁波逐步建
设“体育强市”的合适契机。

其一，风景区的旅游休闲服务扩充了体育赛
事的功能内涵和传播外延。单一赛事的影响力是

有限的，如果将其放在景区内，构建竞技、训练、
商贸、游憩、疗养等一体化功能链，就可以将赛事
之旅变得生动丰富，促发观众或者游客选择的多
样性，逐渐建立起宁波单项赛事的口碑效应和衍
生 IP 文创开发。例如半边山等一些宁波海滨景
区，具备山海崖岛滩等多类自然形态和历史底
蕴，能围绕排球、沙滩排球、手球、定向运动、帆
板、极限、海钓等建立体育竞训基地，以及爱好者
和参与市民的“体育旅游”目的地。

其二，体育赛事拓展了宁波风景区细分“深
度游”、“体验游”的新领域。国际上，一年一度的
世界体育舞蹈大赛使得英国小镇黑池成为全球
国标舞爱好者圣地，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也为墨
尔本市每年带来全世界众多观赛游客，这些已经
成为经典案例。因此，宁波承办亚运会单项赛事，

不仅起到引流作用，更重要的是在国际体育大赛
中完善宁波景区的跨文化承载力和国际化服务
品质，增加回头客。并从而摸索出成熟经验，为以
后宁波承接再多再大规模的体育赛事提供规范
化操作流程与景区场地。

其三，充分结合体育赛项的“球迷经济”、体育
明星的“粉丝经济”和风景区的“游客经济”，将三
者受众群体有机形成资源共享和消费互通的生态
闭环。发展宁波大体育事业，既要做好选拔运动苗
子和“全民健身”工作，也要尽可能做到体育产业
空间和人才高效整合，营造好“文商体旅”深度融
合的社会氛围。把握住“赛事+旅游”这个全城总
动员的创新趋势，为宁波体育赋能，也将带来体育
消费新高潮，打造出宁波国际赛事品牌。

朱友君（宁波市滨海城市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17日凌晨，“西安奔驰女车主维权”事件中当
事人的家属告诉记者，当初妻子提出的8点诉求
中与个人相关的部分已经全部兑现，其中包括奔
驰方面的道歉、换新车、退还1.5万余元金融服务
费，补过生日(费用由奔驰方承担)等。但除了交通
补偿费，不会有额外的现金赔偿，并称网友所说
的“200万封口费”并不存在。车主接受采访时表
示：“和解不是退缩。最想感谢还是网友们，一起
推动事情的发展。对我个人来说，我还是想回归
一个正常的生活。”（4月18日《北京青年报》）

由不接受4S店道歉，到与奔驰达成协议并和
解，只有短短两天不到。当事人态度的转变，也许
在很多网友看来难以解释，于是猜测背后一定有
巨额的封口费。事实上，即使果真存在，又伤害了
谁的利益？

诚然，事件热度对索赔诉求的达成至关重
要。曝光度就是压力，压力越大，对维权者越有
利。某种程度上说，每个转发评论围观的网友，都
在客观上帮助了当事人。但同时，当事人虽以个
人维权为出发点，却牵出了一系列隐藏在背后的
潜规则，若这些痼疾能够改观和解决，客观上也
帮助了每个消费者。

这可以看成是一种客观的、松散的合作关

系，谁也不欠谁的。每一起新闻事件，之所以能够
迅速传播，一定是戳中了人们的痛点，共鸣的基
础除了人性，也包括共同的遭遇。当然，问题的解
决能够走到哪一步，与当事人的表现直接相关，
却又不完全由他们决定，尤其是在关键细节已被
放大之后。譬如“金融服务费”，已引起了税务部
门的重视，但能否彻底杜绝，当事人其实已经没
有太多话语权了。

当事人其实没有变，变的是有些围观者，对
她抱有不切实际的情感寄托，希望她可以做一名

“至死方休”的斗士，所以现在才会感到被伤害。
很遗憾，她没有这个义务，也并不现实。“坐引擎
盖”是“闹”，开始选择不原谅也是一种“闹”，“闹”
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如今消了气也
好、诉求实现也罢，选择画个句号有何不可呢？

尽管当事人选择和解，连锁反应却仍在蔓
延，媒体的追问和监管部门的调查也不会戛然而
止。消费者的弱势不会因一起维权事件彻底改
变，但只要曾经顽固不破的利益堡垒有所松动，
违法作恶的成本有所提高，就是在向着正确的方
向迈进。所以，应当感谢这位消费者，感谢她有能
力引起舆论的关注与共鸣。至于赔偿，完全可以
看作是一种奖赏，又何必眼红呢？

宋鹏伟

不吐不快

既然正当维权
赔偿为何不能多多益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