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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心灵鸡汤，草根逆
袭的故事往往更能燃起我
们的斗志。最近，一档求职
类节目的片段被全网刷屏，
又一位“小镇做题家”被网
友们送上了热搜。

黄凯，28岁，清华大学
法律系研究生二年级在读。这个学历，足以碾压绝大多数人，但
他的身世和经历，却一点也不令人羡慕——

1岁时父母离异，他被当成“累赘”扔给爷爷奶奶；十几岁，父
亲带他回“新家”照看弟弟，却被介绍成“别人家的孩子”；20岁，
终于有了从未谋面的母亲的微信，收到的留言竟是“不希望被打
扰”；作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跨专业考研5年才上岸清华……这
个心酸又励志的故事触动了无数网友。

更让人五味杂陈的是，当黄凯平静地讲述起他的原生家庭
时，对面坐着的，是一位出生于北大世家的国内顶尖律所的带教
律师。那一刻，弹幕飘起：“别人的起点也许是你的终点”“努力
真的可以挣脱境遇的枷锁”“我看到了坚持的意义”……

每个人自出生就是不公平的，这是谁都必须承认的现实。
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在写给儿子的38封信中就曾写道：“我们这个
世界就如同一座高山，当你的父母生活在山顶上时，注定你不会
生活在山脚下；当你的父母生活在山脚下时，注定你不会生活在
山顶上。”他想让儿子明白，在大多数情况下，父母的位置决定了
孩子的人生起点。

不过，紧接着，他还有下一句：“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的
起点不同，其人生结果也不同。”这个世界上，永远不存在穷富世
袭，也不存在成败罔替，有的只是“我奋斗，我成就”的真理。

正是因为坚信这一点，黄凯并不在意自己起点的高低，而是
以“自我浇灌”的方式，来证明泥沼里也会开出向阳花。

当面试官问他，5年考研屡战屡败，如何看待身边人的眼光时，
他不卑不亢地回答：“总有人比你更幸运更努力，我不需要跟别人
比，我只需要跟自己比。如果一味地去跟别人比较，自己不会成长
得那么好。”

“只跟自己比”，这是多么成熟的领悟。如果一味把别人作
为参照物，往往会迷失自己：向上比，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只会
让你陷入无尽的挫败感；向下比，还有很多比你处境更困难的
人，又容易滋生自傲自大的情绪。人生的“出厂设置”，有高配，
也有低配。面对遥不可及的差距，能“自我修复”“自我升级”才
最难能可贵。

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当凄惨的身世、艰难的过往，被
黄凯云淡风轻地讲述出来时，他的眼神清澈而坚定，内心温柔而
强大，网友们评价道：“出生贫瘠，却如贵公子般温润如玉。”这也
正印证了美国作家海明威的那句名言：“真正的高贵，不是优于
别人，而是优于过去的自己。”

这个时代，从不缺励志的故事，不缺草根的逆袭，但能成功
逆袭的人，通常是那些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人。自己的不
足，想办法弥补；自己的缺点，想办法克服；想着自己的今天比昨
天有进步，哪怕只有一点点，也是件值得欣喜的事。

在经历过无数个独自攀爬的深夜和黎明之后，终有一天，红
日初升，轻柔的阳光洒在山巅，也洒在他们身上，闪闪发亮。

近日，“直播带货”领域发生了两
起堪称“核弹级”的事件，令业界大为
震动。

素有“中国女装之都”的杭州，其
四季青的常青市场打响了“驱逐直播
第一枪”，开始明令禁止直播带货、走
播营销。

四季青市场，被誉为“中国服装
行业第一街”，杭州也有着中国“直播
电商第一城”和“网红经济之都”之
称。“第一街”向直播带货“开刀”，此
举显然有着特殊的背景和非凡意义。

还有更为“重磅”的。最近，杭州
市出台了一项政策，开始在部分市场
试点禁止直播带货活动。该消息一
经传出，让当地实体商户们兴奋不

已。他们更是认为，这被赋予了线下
实体经济反击互联网新经济冲击的

“冲锋号”。
有经济专家认为，这一举措显示

了杭州在电商直播带货领域的先进
性和领导性。事实上，国际上已经有
印尼、印度、越南、美国和欧盟等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对电商直播带货进
行了禁止或限制，以保护实体经济和
消费者的利益。

电商直播带货是指通过网络平
台，利用视频直播的方式，向消费者
展示和推荐商品或服务，并实现在线
交易的一种营销模式。这种模式在
过去几年中迅速流行起来，成了电商
行业的一个重要分支。据统计，去年
中国电商直播带货的交易额达到了2
万多亿元。

然而，电商直播带货并不是一片
“好风光”。随着其规模的扩大和竞
争的加剧，电商直播带货也暴露出了
诸多严重的问题和弊端。

首先是虚假宣传。为了吸引消
费者，一些不良主播或商家（甚至是

“头部的大V”）会对商品或服务进行
虚假或夸大宣传，比如夸大商品的品
质、功能、效果等，或者隐瞒商品的缺
陷、风险、限制条件等。这样做会误

导消费者，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
择权。

其次是不良竞争。为了抢占市
场份额，一些不良主播或商家会采取
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如恶意诋毁竞争
对手、恶意砍价、恶意刷单等。这样
做不仅扰乱市场秩序，也损害其他主
播或商家的合法权益。

再有就是质量问题。为了降低
成本，一些不良主播或商家会销售劣
质或假冒伪劣的商品或服务。典型
的是“货不对板”，如使用过期或不合
格的原料、使用不规范或不安全的生
产工艺、使用不合法或不诚信的售后
服务等。尤其是食品，严重危害消费
者的健康和安全，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和权益。

还有就是退换货难。由于电商
直播带货的特殊性，消费者往往无法
在购买前亲自检验商品或服务的质
量和实效，只能依靠主播或商家的介
绍和展示。这就导致了消费者在收
到商品或服务后，发现与描述不符或
有质量问题时，很难进行退换货。一
些不良主播或商家会设置各种障碍
和条件，拒绝或拖延消费者的退换货
申请，甚至采取恶意报复的手段，威
胁或诽谤消费者。

不可否认，电商直播带货之所以
能够迅速崛起，自有它顺应趋势的缘
由。它能够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和个性化喜好，提高消费者的购买体
验和信任感。也能够利用明星、网红
等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作为代言人或主
播，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和兴趣。并
能够利用互动、抽奖、优惠券等手段激
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和冲动。还能大
大节省营销成本和时间，提高销售效
率和效果。

浙大城市学院传媒与人文学院
新闻系主任李晓鹏表示，“禁止直播”
的背后并非电商和实体经济之争，而
是批发市场和直播电商之争。直播
和批发市场无非是两种形态的商业
工具，如何寻找直播和批发市场联动
发展的路径，实现双方的和谐共生方
是应有之义。

有业界人士也认为，杭州部分市
场的禁播，或是一种临时性的应急措
施，未来或许会进行“诊断”调整，出
台“多赢”的相关措施，引导行业健康
持续发展。像“类四季青市场”，靠的
并不是市场这块地，而是对产业资源
的集聚和优化。既然能在线下整合
资源，当然也能在线上重整旗鼓。

湘湖时评

■本报评论员 钱嫣

■本报评论员靳林杰

最近这段时间，不少萧
山人的朋友圈在谈论一家
包子店。这家店开在萧山
南片山坳坳里，没有店名和
招牌，如果想靠导航前往，
甚至只能靠着隔壁超市的
定位才能找到，但没错，就

是这样一家店，火了。
能火，靠的自然是口味，口口相传，在岁月的洗礼中，慢慢地

就成了“网红”。
包子店老板今年73岁，三十几年都坚守在这家店里。上午

老板娘掌勺卖面，下午老板开始揉面剁馅做包子，边包边蒸边
卖，一天能做上五六百个，一般三小时售罄。

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修饰，老板只做两种包子，肉包和菜
包。不少食客闻讯而来，开车几十公里，买走好几袋。还有的食
客怕买不到，早早打电话来预定。

当一家店火了，在很多人看来，赚的是“流量”“人气”，所以要
抓住风口“一鼓作气”。但这家包子店的老板却依旧平常心，表示
年纪大了，也做不了太多，能做到的就是保持原来不变的口味。

这年头，我们总是在追求快节奏，认为“守旧”是个贬义词，
但某些时候，这个社会需要有那一份褪去喧嚣过后依旧能够触
摸到的平静。

老板无疑是个“守旧”的人，三十几年都守着这家店，三十
几年都在坚持做包子。或许老板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网络发
达，他们这家无名小店也能火遍全网，但老板一定想过，如何让
包子的味道更“上头”，成为人们记忆里难以忘怀的那个“味”。

就算没有去过这家店的人，也能设想下这幅画面：老板和老
板娘，相守一生的两位老人，他们每天分工协作，一起经营一家
小店，做的还是“温暖味蕾”的餐饮行业，真是岁月静好的模样。

想来为什么那么多人最近迫切地前去打卡吃包子，真的只
是因为一个包子的魅力吗？或许去山坳坳里寻觅老人们生活中
的宁静，那种细水长流的美好，才是很多人想要感受的。所以，
有时候，我们应该为这样的“守旧”点赞。

当揉面剁馅做包子这样的步骤在老板手里已成为行云流水
般顺畅的一件事，或许“做包子”也成了老板心中永恒的“艺术
品”，这是他独家招牌。

如此想来，吃过包子的人或许吃的已经不仅仅是面皮和馅
儿，还在吃一种情怀，几十年专注一件事情的情怀，小小的包子
里，早已注入了一个手艺人多年来最深的感情。

我们都觉得“网红”代表的是一种很新的东西，但把这个词
用到这家店，突然又好像变得很质朴。保持原来的味道，保持初
心不变，任凭外面世界变幻多彩，这里岁月静好，正是这家店的
魅力所在。

开车赶来买包子的人，眼里满满都是对美食的期待，有不少
回头客告诉老板，“家里人就喜欢你家包子这个味，吃多少都不
会腻”。老板说要一直做到自己做不动为止，或许，这就是支撑
着他一直做下去的动力吧。

“直播带货”该“正正骨”了

为山坳坳里的
“守旧”包子点赞

■本报评论员 刘殿君

10月16日，四川崇州一小区发生
一起两岁小女孩被烈犬撕咬的事故。
据警方通报，女童全身多处被咬伤，右
肾挫裂伤，右侧肋骨骨折。

仅看警方寥寥数语的通报就已可
见小女孩儿受伤的严重程度，事发现
场的监控视频真是隔着屏幕都能感觉
到痛，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母女俩当
时内心极度的恐惧。尤其是小女孩，
相比于身体的伤害，内心的创伤才是
更难愈合的。

有研究表明，童年的遭遇对人的
一生影响最大，被烈犬撕咬的经历，在
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将成为伴随着小女
孩儿的梦魇，不堪回首，挥之不去。

这件事之所以在网络上引发人们
持续的关注和讨论，就是因为生而为
人，生而为人父母，大家都有着强烈的
同理心，这对母女的遭遇，引发了大家
强烈的共情。毕竟在这个养犬越来越
普及的时代，谁又能保证自己不会成
为下一个受害者呢？这种隐隐的不安
全感，是我们关注此事的原动力，也是
我们所有讨论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在养犬这件事情上，我们该如何守护
公共安全的底线？

我们不安，是因为这次发生的悲
剧不是个案。

前两年，萧山也发生过多起狗伤
人事件，比如2019年6月，众安·朝阳银
座小区也是一对母女在自家顶楼被4
条狗围攻，母亲一度因失血过多休克；
2020年8月，瓜沥明华豪景城小区接连
发生多起流浪狗伤人事件。

狗咬人事故往往都有一些共同

点，受害人往往遭遇维权的困境，要么
找不到人来赔偿，要么狗主人态度嚣
张，在经历被烈犬撕咬的身心双重痛
苦后，后续的维权历程往往又是雪上
加霜，备受折磨。狗伤人，伤的不仅仅
是他人，狗主人自己或者家人被咬伤
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毫不夸张地说，狗伤人，已经成为
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而要解决
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拴好狗绳
就可以了，还要牵好法律这根“准绳”，
要与时俱进更新法律法规；要严格执
法监管，第一时间查处；要建立便捷的

举报通道，广泛发动群众举报；要从宠
物店等售卖源头抓起，还要深入宣传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相关法规和知识。

有媒体了解到，此次咬伤女童的
是一只罗威纳犬。罗威纳犬体型庞
大，具有一定攻击性。10月17日，四川
宠物协会秘书长张勇兵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依据13年前颁布的《成都市
养犬管理条例》，罗威纳犬并不在禁养
名单中。这说明，我们亟须更新相关
法规，细化禁养犬类目录。还有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狗伤人事件中，很多狗
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型犬和烈

性犬，“大”只是体型标准，而“烈”却是
一个性情上的界定，但性情却是极难
界定的，小狗也有疯狂的时候。

如此，法律法规的制定更需要智
慧，要考虑到现实的复杂性。当狗难管
的时候，就得管好狗主人了。“狗仗人
势”，一定要用法律的利剑斩断“人势”，
用监管的缰绳套牢狗主人，只有这样，
狗主人才会老老实实把狗绳牵好。

养犬本来是人们生活富裕起来之
后才兴起的生活方式，有余力才会去
养犬，去发展自己的爱好，但切记——
莫让你的爱成为别人的痛！

养犬 别让你的爱成为别人的痛

■社会评论员 风微澜

“只跟自己比”
亦是逆袭“必杀技”

2014年春晚小品《扶不扶》至今让
很多人记忆犹新，这是一个自己滑倒
受伤老人误将帮助自己的好心人当成
肇事者的故事。这个小品在当年好评
如潮，原因是大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
现象——救人者反被讹，好心助人反
而被上演农夫与蛇的故事。

当然，小品用上了戏剧化的“用魔
法打败魔法”的手法，让倒霉的好心人
最后得以扬眉吐气，化解了冤屈。然
而现实案例远比小品要沉重许多，因
为一次好心助人，一些助人者却得到

了非常不公平的对待，有人被千夫所
指，有人被迫赔偿。

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千百年
来，对公平公正的要求早已深植无数
人的脑海，成为坚定不移的信念。纵
然很多人品德高尚，乐于助人也不要
求回报，然而如果好心助人却被反咬
一口，甚至要承受本不应有的屈辱和
冤枉，再有肚量的好人也很难接受这
种结局。正如《让子弹飞》里姜文质问
的那句：“好人就得让人拿枪指着？”而
比被讹尤甚的是，好人没有得到公正
的判决。培根有句名言—— 一次不
公的裁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
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
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
了。由此，当年的社会风气也为之一
变，陌生人之间更增添了一份冷漠和
敌意。

所幸的是，以《扶不扶》为代表的

春晚小品播出，意味着这种社会现象
终于引起了全社会的重视。无论是官
方力量，还是民间舆论，都在努力扭转
这一现象。而随着《民法典》明确了见
义勇为的人依法将不承担民事责任，
见义勇为更增添了法律保障。

所以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街头救
人的正能量新闻也多了起来。前不久
萧山街头就又发生了一起。早上一名
老人突然发病倒地，一分钟之内就有
多名路人上前施救，其中两个年轻姑
娘轮流为老人进行心肺复苏，最终因
为热心人的及时救助，并经过医院救
治后，老人转危为安。事后媒体发动

“全城寻人”，找到了这两位人美心善
的姑娘，原来是新从业的护士。

新闻看着让人感动，我们看到，乐
于助人的民族传统美德显现，许多人
都是第一时间毫不犹豫上前进行救
助，事后又纷纷低调离去，让人对这座

城市的温度印象深刻，也让生活在萧
山的市民有了更多安全感和自豪感。
社会美德的建立有赖于普通人的善
念，从这件事上看，萧山无疑是走在了
前列。

这样的暖新闻，我们的媒体和相
关部门还需要投入更多关注和宣传。
就吸引人的注意力而言，平和谦逊当
然比不过夸大其词、哗众取宠，平淡温
暖的报道或许没那么瞩目，但其新闻
价值和文明影响力更为深远。

如何让暖新闻再火一点，得到更
多的关注，不仅是媒体的课题，也是文
明建设的课题。毕竟，新闻报道的教
化意义，是没办法忽视的。也许面对
这样的暖新闻时，更应该发掘一些深
入的东西，让内容更有可读性，或者在
表彰仪式及法律科普等方面，相关部
门也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让我们的
社会更加文明，传统美德更得以彰显。

让暖新闻再火一点

■本报评论员俞海波

漫画 俞钦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