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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钱江晚报》消息：2月18日，安
徽省庐江中学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
事件，该校花两万元出场费，邀请到一
位名人——陈友宏副教授到学校演
讲，竟然遭到学生反驳，一个高三学生
上台从陈教授手里拿过话筒，批评这
个教授：“眼里只有钱，学习就是为了
钱，崇洋媚外！”还大声疾呼：“努力学
习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此时全场学生像被点燃了热
血，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这个陈友宏副教授到底讲了什
么？原来是说读书就是为挣钱，考上安
徽的大学就能挑选全省美女，考上全国
名校能挑选全国美女，考上国外大学和
外国美女结婚杂交能提升基因等等。

这个陈友宏有许多头衔，据他自己

说已演讲了1800多场，假如按20000元
一场，累积获利3000多万元。确实挣
钱很可观，所以眼里只有钱。他的儿子
在美国留学，找了个美国女朋友，“杂
交”出的就是精英。应该肯定，他的三
观不正，确系拜金主义和崇洋媚外。

这次事件发生后，安徽省教育部
门已责成陈友宏所在高校对其停课
调查，合肥市对庐江中学由于把关不
严予以调查追责。

我们一直强调尊师重教，可有些
专家教授的言论却有违师德，有违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果教授、老师
没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又怎么
能教育学生？通过这一事件，对教育
领域应该整顿，不称职者应立马淘汰
出局。 （社会评论员金阿根）

有违师德的言论该休矣

你“厌蠢”的正是他人的“新蓝海”

现代网络造词的速度越来越快，最近
又有一个上了热搜的新造词“厌蠢症”。

从字面解，就是讨厌别人如此蠢笨。
很可笑的是，你觉得人家很厌蠢，但

人家爆红了。“厌蠢症”的喷子们，淹没不
了正面的喝彩，也阻挡不了他人的“钱
途”。因为，流量世界的密码并不会只有

一个，就像开盲盒一样，你不知道哪一天
会很幸运地得到一串密码。

自媒体博主“打工仔小张”，完全是无
意间得到了一串“流量密码”，她长得很憨
很逗，肥嘟嘟的脸蛋，天生一股喜感。出
圈的抖音视频，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常
识，比如《如何坐高铁》《如何看电影》《如
何寄快递》。

在相关评论区与社交媒体中，有些人
就“厌蠢症”犯了：“怎么会有人不会坐飞
机啊？我犯了。”“不会坐高铁？中国孩子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蠢了？”

虽然有厌蠢的声音，但丝毫不妨碍小
张的爆火：在微博，她的视频被频繁转发，
在抖音，她一个月内涨粉两百多万，甚至
被央视报道。

一招教你坐地铁这样的选题，对于城
市里司空见惯的人来说，甚至有些幼稚可

笑。刚拍这类视频的她，略有一些惶恐：
“虽然感觉好像没什么人要看这个，但是
万一呢？万一有人需要呢？”结果是小张
被“万一”砸中了，就像从密集的沙丁鱼群
中奋力挤了出来一样。

小张的走红，再度复刻了一种无法预
测的流量密码：“我”以为的常识，却是

“他”从未接触过的领域。
早在2019年，经济学家李迅雷曾撰文

指出，国内还有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另
有数据显示，到2022年底，全国只有53个
城市通了地铁。从这两个数据换算，不知
道怎么坐飞机，不知道怎么坐地铁的人群
非常庞大。

笔者在3年前曾去过恩施州利川市采
访，那里的老乡有的一辈子都没有出过大
山。他们守着大山种些鸡爪黄连、玉米之
类，连喝水都要到集镇上装，因为山上没

水。你觉得他们哪一天出山打工了，会知
道如何坐公交，如何坐地铁，如何刷微信
买单吗？就像你不知道什么是鸡爪黄连，
什么是玉米开花！一样，一样的。

对不熟悉领域的无知，始终存在。
因为每个人所处的环境，接受的教育

和经历不同，决定了个人的认知范畴。说
到底，个体所熟悉的规则和事物，也不过
是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领域。对于从未
接触过的新事物，没有人天然懂得如何处
理，对于没见过的事物，一定有人会好奇，
所以需要小张这样的“介质”存在。

比如那些美妆博主很会倒腾各种化妆
神器，而很多素颜女性连眉毛都懒得画，两
者在某一天会形成交集点；那些乡村的吃
播，会剪辑一些拉网抓鱼、杀年猪、做青团
的视频，而城市的你连柴火灶都没机会见，
所以你喜欢拿人家吃得很欢的视频当“下

饭菜”；那些各国旅游的博主，见多了瑞士
乡村风光、奥地利雪景和极光，我们却玩不
起，只能刷视频去“诗与远方”……

这不正因为信息或见识不对等，才产
生了分享的需求。联想到日本的女性主
义者上野千鹤子，曾在一段演讲中说道：

“你们被优越的环境所塑造出来的能力优
势，不是为了凌驾于没有享受过同等资源
的人们之上。”

世界这么大，没有人可以做到全知全
能，人人都需要走出社交“同温层”，去填
平不一样的“常识沟”。就像小张说的：

“美妆博主可能会被新的美妆博主替代。
但我个人的账号，活着每一天都可能发生
新鲜的事情。”

是的，她的选题可以日日新，因为不
“厌蠢”。

近闻，杭州一高中生“突发奇想”，告知
父母：我要辍学。父母惊诧，得知原由后哭
笑不得：“现在有ChatGPT了，功能这么强
大，什么问题都能替我解决，何苦这么吃力

‘内卷’，去寒窗苦读”。
自去年底一经亮相，ChatGPT这个从大

洋彼岸诞生的“新生儿”就备受宠爱，尤其是
年轻人，对其情有独钟。超乎想象的强大功
能，让其“粉丝”认为似乎配置了“第二大
脑”，替其“打工”。

ChatGPT到底是什么“新鲜玩意”呢？原
来，它是美国投入160多亿美元研发出来的聊
天机器人程序，于去年11月30日发布。

简单来说，它就是一台“地表最强聊天
机器人”，智商高达140多。和它聊天时，它

能精准判断你的用意，给出你期待的答案。
它具备一定的逻辑和常识，拥有堪比人类的
流畅写作技能和逻辑思维。为此，很是让众
人“折服”，能为我们解决诸多领域的“疑难
杂症”。

一时之间，不难发现，学生用它“写作
业”，医生用它“开药方”，码农用它来“编
程”，自媒体博主用它来写“博文”，科研人员
用它写“论文”，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国内
各大互联网巨头也纷纷“跟风”，杀入这个

“新蓝海”。百度、360、京东、腾讯、科大讯飞
等亮出了“时间表”，推出本土ChatGPT，纷
纷抢滩登陆，不甘落后。

ChatGPT如此优秀“好用”，很多人有了
“依赖症”，甚至被“绑架”：遇到问题，碰到麻
烦，就“求助”这个“神器”。也难怪出现上述
高中生有了辍学“躺平”的念头，乐不思蜀，
不思进取了。

业界认为，ChatGPT的出现，确实代表
了人工智能的重要里程碑，其仿真智慧极高，
会带来通用人工智能为驱动力的工业革命。

其一问世，不仅搜索引擎巨头对此会有
被取代的恐慌。其所具备的信息检索、语言
编纂、逻辑梳理等功能也让每个人陷入忧
虑：自己的职业是否会在某一天被取代。

笔者就此话题咨询了一从业30多年的
内科主任医师：是否会借助ChatGPT“问诊”
医治患者？他回答得比较干脆：对于拿不准
的问题，会借助它的“答案”作为参考，但一
定会求证是否合理可行。对于医生工作而
言，要靠严谨的科学理论和丰富的实践经
验，来对患者“望闻问切”的，不能完全依赖
ChatGPT开“药方”。

笔者同时咨询了很多其他行业的人士，
他们纷纷表示：ChatGPT 是一个优秀的工
具，可以协助人类完成很多工作，但它不能
代替人类。

人类是世界的核心和主人，虽然它有许
多强大的功能，但它只能在人类指导下使
用，不能取代人类。我们不应该被它“绑
架”，而是要合理地使用它利用它。

“仿真智慧”虽高 莫被ChatGPT“绑架”

近期，一些养生类账号活跃在网络
直播平台，标着“初级农产品”的药材，
被直播间夸大为能治多种疾病的“神
药”；身着白大褂的老人，配合着主播在
一旁称药、打包；将医疗词汇拆分重组
成新型营销话术，以躲避违禁词审查。

当下，网络主播违法“行医”乱象，有
着复杂的成因：既有网络直播平台把关
和职能部门监管不到位的因素，也有个
别主播打“擦边球”躲避平台审查的因
素，更有一些患者病急乱投医的因素。
显然，这些真假难辨网络直播中的“行
医”，其犯罪手法更隐蔽、对人民群众危
害更严重、打击惩治难度更大，因而打击
网络直播中的“行医”乱象必须下猛药。

各类直播平台要及时发现并惩
戒各种网络直播中的违法“行医”行
为，消费者也要格外擦亮眼睛，一定
要查看网上药店是否具备药品交易
服务相关资质，千万不要被披着养生
或农牧产品外衣的网络主播所忽悠。

此外，相关部门要构建起全方
位、广覆盖的防范网络直播中“行医”
犯罪宣传教育体系，通过以案说法，
震慑网络直播中的违法“行医”犯罪
分子，让广大网民在思想上筑牢网络
直播中违法“行医”的风险防范屏
障。唯有此，才能让网络直播中的违
法“行医”行为失去生存空间。

（社会评论员张新华）

近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让修
鞋、配钥匙等“小修小补”规范有序回归百
姓生活，让适老化服务、休闲娱乐等设施更
加丰富，使居民生活消费更便利。商务部
将会同有关部门在试点基础上，开展三年
行动计划，全面推进便民生活圈建设。

居家过日子，“小修小补”少不了，这类
服务看似很小，却是居民的刚需。然而随
着城市的发展，能够“小修小补”的地方越
来越少了：新建小区没有为其预留点位，老
小区改造提升后也取消了原来的摊位，“小
修小补”渐渐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当然，“小修小补”的消失，缺乏营业场
所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时
代发展导致业态难以持续。虽然承接着居

民的诸多刚需，但是这类需求毕竟只是“微
服务”，收费其实并不高，单纯依靠这点收
入，难以维持生活，更别提养家糊口了。服
务的“不值钱”，迫使很多从业人员主动转
行，从事其他工作。这样的“主动淘汰”只
要持续一段时间，“小修小补”行业的从业
者就会大量流失，城市难觅“小修小补”，也
会成为常态。

要让“小修小补”回归，痛点正在于
此。推进便民生活圈建设，“小修小补”自
然是必要的功能。问题在于，如何让“小修
小补”变成一个还可以接受的从业选择？
毕竟，赚不了钱、维持不了生活，从业人员
迟早要跑掉，也就无法为周边居民提供稳
定的服务。

因此，要让“小修小补”回归，还得在提
高行业待遇上想办法。首先，“小修小补”
提供的虽然是“微服务”，但是付出的人力
成本，可以参考社会的平均工资水准。居
民的很多刚需，平均分摊到每个人头上，其

实一年也没有几次，服务的适度涨价，是可
以接受的。其次，在经营上，通过组合经营
形成复合业态，可以弥补“小修小补”收入
的不足，如“小修小补”兼营快递驿站、小超
市等。同时，对于“小修小补”，当地社区也
可以在房租、水电等方面予以优惠或补贴。

当然，有些地方另辟蹊径，将“小修小
补”公益化，动员退休老人进行经营，也不
失为一种解决办法。

时代大潮中，不是每个行业都能成为
弄潮儿，“小修小补”行业的衰落，其实也并
非偶然，而是市场空间缩小所致。补鞋是

“小修小补”一项重要业务，可是如今大多
数人已经习惯鞋破了换新，并不会再去修
修补补。

让“小修小补”回归，并不是要逆潮流
而动，而是在尊重市场的基础上，重新构建

“小修小补”的业态空间，让“小修小补”在
市场中找到适合生存发展的位置，在方便
周边居民生活的同时，经受住市场的考验。

“小修小补”回归 还需“扶一把” ■一线声音

近日，浙江金华永康一女子点外
卖，连续给同一商家刷了10个差评被
怒找上门。据店主称，女子是老顾客，
因为前天微信问是否有好评返现，自己
没回答，就给自己刷了10个差评。

平心而论，顾客点的外卖食品确
实不新鲜，有头发、石块等异物，给了
差评乃人之常情。但是如果本来外
卖食品不存在任何问题，却故意虚构
食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的问题而在
平台上给予差评，那就是恶意差评。

外卖平台有餐损赔付的规则，只
要顾客投诉商家就要退款，并且商家
需要餐费多倍赔偿。遇到差评，许多
商家本着“事化小，小时化了”的原则
赶紧赔钱了事。一些人利用这一规
则“吃白食”间接牟利。

比如 2020 年 8 月至 2022 年 5 月
间，河南小伙张某要求美团平台多倍
赔偿712次，恶意索赔金额1.7万元，商
家退还金额4600元，违法行为被查获
后，张某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提起公
诉，依照《刑法》规定受到了相应制裁。

恶意差评不仅扰乱市场秩序，也
会误导消费者的判断，不是维权是违
法。作为外卖平台，在保障客户合法
权益的同时，应进一步完善投诉机制，
防范出现恶意差评现象，如遇可疑投
诉，应辨别真假，不要一味赔偿纵容。
作为消费者应该依法理性维权，保护
自身合法权益，切勿吹毛求疵甚至动
歪心思从中牟取非法利益。

（社会评论员王胜平）

恶意差评 不是维权是违法

■本报评论员王肖君

打击网络直播中的“行医”乱象须下猛药

■首席评论员 俞海波

■本报评论员 刘殿君

湘湖时评

受新冠疫情影响，近几年出境旅行社的导游将近80%都转业了，而随着疫情防控政策
的优化调整，出境游重启，导游紧缺。目前，针对出境领队的“集结号”已经吹响，而且是高薪
招聘，那些转行的出境导游如今又可以干回老本行了。 制图 记者 俞钦洋

出境导游要“火”

近日，在《狂飙》中饰演“小黄瑶”
的单欣童作为西溪中学女子篮球队
的主力队员，在球场上“狂飙”，发挥
出色。

培养兴趣爱好，是孩子成长的助
推器。小欣童感悟到，不管是篮球、
街舞、演戏还是学习，都是喜欢的，业
余爱好也给带来了快乐和成就感。
借助课外活动来释放学习压力，她不
仅锻炼了强健的体魄，而且养成了活
泼开朗的性格。

学习成绩固然重要，但身心健康
更重要。反观现在的孩子普遍运动
太少。总听学生家长说孩子哪有工
夫锻炼，甚至于课间也不允许动，跑
了就被喊停。平日里，孩子不是抱着
书本啃，就是赶去培训的路上。因为

长期久坐不动、精神压力过大，将导
致孩子能量不足、最容易罹患抑郁
症。

《2022 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指
出，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
的30%；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
生 。 青 少 年 抑 郁 症 患 病 率 已 达
15%—20%，接近于成人。有研究认
为，成年期抑郁症在青少年时期已发
病，从这里，可以看到问题触目惊心。

不论你多么聪明，多么有能耐，又
不论你受过何等教育，获得了哪些证
书——如果你没有必要的平衡，你不
会成功，也不会在生命之路上走得太
远。看来，协调好孩子学习与兴趣的
关系实现平衡，是家长必做的功课。

（社会评论员肖桃清）

“小黄瑶”球场“狂飚”是成长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