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5

日，有网友发帖爆料，江苏常州淹城动物园

竟将活生生的驴喂给老虎。 发帖人称，事发时他看见

一辆装满动物的卡车，“一群男的下车，直接拖了一头

驴扔到了池子里。 当时就有两只老虎直接死死咬住驴

的脖子，大家都愣住了”，还称那伙人试图将羊扔进池

中，但遭到游客和园区保安阻止。

1

、 正如很多网友所说：“动物永远是动

物，人有时候却不是人。 ”我们一直在标榜

“众生平等”，但实际上动物的权利永远不能

与人平起平坐。 到底是“动物福利”没有价

值，还是人性没有底线？ 笔者认为，在“活驴

喂老虎”的事件中，恐怕后者的因素占绝大部分。 值得

指出的是，当众投喂活物，对人类的伤害可能不亚于

动物本身 。 如果这种 “表演 ”成为常态 ，损害的是

人类的伦理标准 。 给动物一分应有的尊重 ，也是

人类在完成自我救赎 。 有时候 ，人类行为确实要

比动物还要可怕 ， 在以往频发的猛 兽 伤 人 事 件

中 ， 更应该看到人类不尊重动物遭到报复的可能

性，当我们认为猛兽无情时，不如反思一下自己。

———评论员 宋 潇

2

、老虎食肉，没毛病。 但能由此得出结论“在动物

园当众喂活驴也没毛病”吗？ 当然不能。 更何况，在动

物园开园时间当众喂，完全没考虑游客的观感。 人有

恻隐之心，“于禽兽，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

忍食其肉”。 这种恻隐之心，让人本能地排斥某些血腥

画面，对血腥场景产生不适。 所以，受不了动物园里活

驴被拿来喂虎，真的无关玻璃心，而是恻隐之心；也绝

非什么“情结发作”，而是有道德底线。那些

动辄给人扣帽子的人，或许最该做的，就是

好好揽镜自照下自己那被“铁石心肠”和道

德神经麻木带偏的三观。

———评论员 佘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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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营销的网红餐饮走不远

扶 青

当你走在路边， 看见很多餐饮

店排着长龙， 会想到自己可能遇上

了“网红餐饮店”吗？ 最近有媒体调

查发现， 很多网红餐饮只是在通过

排队制造虚假人气。 更有业内人士

透露， 只要是排队超过

50

个人以

上，必有黄牛在充场。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

为利往。 ” 一些商家对黄牛排队的控

制，已经可以用精细化来形容：先找美

食自媒体写软文，热炒概念，气氛烘托

到位再开店； 在黄牛充场人员的雇佣

上，讲究人员构成和出场顺序，想办法

让队伍变得合理自然； 更通过观察排

队长短，对制作时间、人均数量等加以

控制， 以此维持人气的持续性。 由此

需要正视的是， 越是精细化操作的网

红餐饮， 背后越可能有资本操盘的影

子。在今天，网红餐饮的频繁出现并非

是偶然的， 它的背景是餐饮市场整体

突破了

3

万亿元， 越来越多的资本和

餐饮品牌发生了关联。

这种五花八门的排队营销术，虽

然让大量资本和商家赚得盆满钵满，

但也严重伤害了餐饮行业的市场秩

序。就法规而言，排队营销其实已涉嫌

到了恶意竞争、虚假宣传、干扰市场秩

序等。但在现实中，具体的取证和执行

都困难重重。这导致的问题是什么呢？

酒香也开始怕巷子深了！ 那些花钱请

人排队的， 生意越做越好， 而专注于

“酒香”的则门庭冷落，要么就坐观他

人挣钱，要么也要有样学样搞排队。在

竞争程度较激烈的餐饮业， 这极有可

能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但从长远的

角度来看， 一些资本对餐饮行业的互

联网改造并不成功， 曾经出现不少名

噪一时的餐饮品牌， 最后都面临着过

度概念化的诟病。

当然，餐饮业不排斥营销，如果善

用活用，它就可以助力餐饮业转型，以

获得更好的品牌声誉。 如果排队只是

为了刷单、挣钱，那这样的网红餐饮虽

然可以红极一时，但总是走不远的。当

前，大量资本正在和餐饮业发生关联，

虽然给餐饮业带来了不少营销经验，

教训恐怕也是赤裸裸的：在餐饮行业，

过度营销取代不了品质和口碑。

活驴喂虎引争议

究竟伤谁的情感

“撕书致歉”中的理解与体谅

胡印斌

连日来， 四川南充一位高考的

女生写给保洁员的一封信热传，许

多教师家长为其点赞。 信中说：“还

有几天，我们就要离开学校了，同学

们压抑很久的情绪通过撕书来宣

泄， 这样的方式确实给你们带来了

许多麻烦， 还请你多一份谅解和包

容。 我也真诚地代表同学向你和其

他叔叔阿姨说一声：对不起，谢谢你

们！ ”

事实上， 尽管很多学校都会在

高考前专门下发禁令，严禁“撕书”，

但完全禁绝并不可能。这是因为，在

高中生普遍缺乏压力疏导途径的背

景下， 仅仅从行为上限制即将离校

的学生“撕书”，并非治本之策。经年

累月的应试训练， 让学生们感觉苦

闷压抑，临别之际，搞出一点动静，

不难理解。

不过，“撕书”归“撕书”，而像南充

这名女生提前写信致歉的举动， 还是

让人称赞。 在以前关于“撕书”的诸多

讨论中， 我们往往更强调学生有宣泄

的权利，他们的三年高中生涯太辛苦、

太不容易， 好不容易有一个释放学业

压力与青春荷尔蒙的出口， 不妨让他

们尽情地撕扯、 吼叫等等。 这些说法

并没有错， 但似乎也该考虑一下保洁

员的感受，孩子们不容易，保洁员就容

易吗？ 面对着“世界末日”般沸沸扬扬

的纸屑，保洁员的辛苦谁来理解？

理解本来就应该是双向的。现在，

有高中生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点， 并付

诸行动，通过书信这种传统的方式，寻

求和解、理解、谅解，无疑是一种积极

的行动。

读书、识字，所为何事？ 除了家国

情怀、理想抱负之外，也体现在对每一

个人的个体生命塑造上。 不是说孩子

们要参加高考，要考上理想的大学，就

是大事，其他可一概不论，恰恰相反，

教育的渗透、濡染、感化，理应体现在

一个人方方面面的修养与作为上。 评

判学生的标准不只是分数、升学率等，

还有人格。

当然，能不能在疯狂的“撕书”之

外， 让学生们平日里多一些压力纾解

的渠道， 或者在关键节点多一些情绪

转移的仪式等， 也是需要教育界乃至

社会各界认真反思的问题。世界很大，

不只是几本书、 几摞卷子； 世界很精

彩，即便“心即是宇宙”，也需要身体的

历练。让每一个学生都能自由发展，是

教育改革的使命与终极目标。

1

、

6

月

6

日是全国爱眼日，广东省医师协会眼科

医师分会等单位联合发布倡议书， 呼吁家长多带孩

子到户外活动。 因为一项调研结果表明：小学生近视

比例

45.71%

；初中生近视比例

74.36%

；高中生近视比

例

83.28%

；大学生近视比例

87.67%

。

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 实在应该引起全社会对

于青少年近视的更多关注。 意识到位之后，须坐言起

行，尽快拿出行动。让孩子们拥有清晰明亮的双眼，无

论对个人发展还是对公众健康而言，都大有裨益。 比

如相关部门及时介入，检查学校中的照明是否达到标

准；学校在课程编排中，严格保证孩子一定时长的课

外活动，让眼睛得以充分休息；如不真正把孩子的身

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而是让位于学习成绩、疏忽于日

常生活，恐怕青少年近视加深的趋势很难扭转。

———评论员张涨

2

、

6

月

5

日，一则“心寒！ 成都一高中毕业照：领

导老师是

P

上去的”的消息在微博疯传。 附图注明为

“成都市龙泉中学高

2014

级某班毕业留影”，时间在

2017

年

5

月， 具体班级及师生面部被马赛克模糊掉

了。网友爆料称：领导只和两个班级进行了合影，在其

他班洗出来的合影照片中，这一排领导却被神奇地通

过

PS

上了画面……

学生的毕业合影留念， 意味着人生中一个重要

阶段划上句点，应是相当庄重、相当有仪式感的。诚如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说：“礼是合适的路子，是经教

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故而，在

毕业合影留念受到学生珍视的背后，还有着学生对教

师育人辛苦的感念，有着对师道尊严的维护。 把校领

导身影

P

上毕业照，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创新”，

它的错，在于违背了“礼”，挑战了尊师重道的文化传

统。

———评论员于立生

高考是大考 贵在常心待

周卫国

6

月

7

日，

2017

年高考如约而

至，全国

940

万名考生共赴考场。雁

城衡阳也有

5

万多考生走进考场，

接受人生重要的一场选拔考试。

高考太特殊了，太重要了，特殊

到在这几天， 每一个分子都在传达

一个信息：现在是高考。看看到了高

考这几天，除了

940

万考生外，举国

都进入高考模式：工地停工、车辆禁

鸣、交警护航，连狂热的广场舞都可

以为之消停几天；在各路媒体上，高

考的消息铺天盖地， 无处不是社会精

英的追忆往昔与赶考学子的励志誓

言，连广告营销也不能放过高考；而昨

天上午的语文考试作文题一公布，网

络上一年一度的全民写作文的网络狂

欢又要上演……放眼全世界， 这样一

幕都是罕见的。举国议高考，这是不是

过于隆重了？而过于重视之后，重压之

下，难免沉重。

恰逢今年是国家恢复高考制度

40

周年 ，这种 “知识改变命运 ”的模

式，联系着千家万户，牵动数代人非同

一般的记忆， 更是让人有不一样的经

历、不一样的情感要述说与表达。经过

数十年的发展， 高考虽依然有着近千

万考生的巨大规模， 但较之

40

年前，

已扩充了相当大的录取比例。 而各类

高校群体，还有日益更新的成才模式，

越加广泛灵活的就业方式， 也让大学

由精英教育回归普通教育， 使得高考

早就告别了 “一考定乾坤、 一考定终

身”的意义，但人们关于高考的情结与

重视还存在。

30

年前，本人也是高中

毕业，可在

6

月份的省里预考，就已经

将我挡在了

7

月份的全国高考的大门

之外， 成了连高考考场都没能进的落

榜者。 没能高考， 但不表示我不能学

习，后来参军到部队，努力考上军校，

慢慢走到今天。

高考作为排名第一国考， 隆重与

重视都可理解。 面对大考，一次考试，

按分数排名划线， 其结果当然是有好

有坏，有上有下，有喜有悲，都属正常。

高考只一次，生活数十年。 高考过后，

生活要继续，胜足以喜，但败何必悲，

过了高考季，生活就要回归常态。随着

时代的变化，单凭一次高考的努力，早

就无法适应社会竞争与生存。

笔者认为， 唯有把参加高考的学

习拼搏与进取奋斗姿态， 作为一种人

生状态和生活姿态保持下来， 常怀学

习之心、 进取之意， 你的生活才会完

整，人生才会精彩。

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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