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天津医科大学在进行学生体质测试前，要求学生签署一
份“参加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责任书”，责任书第四条规定：“学生
如果因测试造成或导致伤残、人身损失或死亡，学生及其家属放弃
追究组织者赔偿的权利。”这份责任书不仅引起了学生的不满，在舆
论中也激起了不小的波澜。（《中国青年报》）

尽管这种免责式的“生死状”根本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也不能
从根本上减轻或免除校方的相关法律责任，但校方还是一意孤行地

“病急乱投医”，这不仅凸显了当前大学生体质严重下降的客观现
实，也更凸显了校方在管理方面的无奈与无助。

（请本版作者速与本报联系，
以奉稿酬）

□长 余

“当你觉得自己又丑又穷一
无是处时，别绝望，因为至少你
的判断还是对的。”“很多时候你
不逼自己一把，你就不知道自己
还有能把事情搞砸的本事。”与在
朋友圈上泛滥的心灵鸡汤相比，
这些专门调侃“鸡汤”的“反鸡
汤 ” 段 子 如 今 在 网 上 越 来 越 流
行，它们常常以犀利的言辞，劈
头浇人一瓢冷水，让不少人大呼

“中枪”。
“鸡汤”与“反鸡汤”，如今

在网络上逐渐成为一种现象。有
的人在朋友圈里乐此不疲地转发
各式各样的鸡汤，有的人则对这
些嗤之以鼻，更有人专门对心灵
鸡汤进行调侃、解构、证伪，成
为坚定的“反鸡汤党”。

仔细观察“反鸡汤”对“鸡
汤”的“反动”，可以发现一个
有趣的现象：双方最喜欢在如何
面 对 自 身 失 败 的 问 题 上 “ 较

劲”：当你“又丑又穷”时，鸡
汤劝你只要努力就能“迎娶白富
美”，反鸡汤则告诉你休想做白
日梦；当你没有把握时，鸡汤鼓
励你“你是最棒的”，反鸡汤则
会说“先掂量掂量自己吧”——

“鸡汤”喜欢进行心理按摩，要
你 相 信 自 己 能 够 成 功 ，“ 反 鸡
汤”则喜欢给你当头一棒，要你
认清现实。

人人都害怕失败，这是人的
天 性 。 每 个 人 也 都 对 失 败 的 程
度、次数有一个阈值，超过这个
阈值，人会变得沮丧和失望，进
而趋向于放弃。美国心理学家塞
利 格 曼 曾 提 出 一 个 “ 习 得 性 无
助”的概念，他用狗作了一项实
验：起初把狗关在笼子里，只要
铃声一响，就对它进行电击，狗
关在笼子里逃避不了电击，多次
实验后，铃声一响，还没进行电
击，狗就伏倒在地开始呻吟和颤
抖，即使把笼门打开，狗也不会
逃走了。本来可以主动地逃离，

却绝望地等待痛苦的来临——这
就是习得性无助。心理学证明，
人在长期面对失败时，也常常会

“习得性无助”，而这时，人们最
需要的其实不是面对失败“如何
解决”，而是“如何相信自己可以
解决”，这也正是心灵鸡汤大有市
场的原因。

其 实 ， 人 人 都 有 需 要 “ 鸡
汤”的时候，大多数人在人生的
某 个 阶 段 ， 都 曾 被 某 种 温 暖 的

“鸡汤”触动、激励过。在最虚弱
的 时 候 ， 喝 一 口 “ 鸡 汤 ” 补 一
补 ， 确 实 有 “ 强 身 健 体 ” 的 效
果。只不过，当我们喝下这些咕
嘟咕嘟冒着热气的心灵鸡汤时，
也不应忘却现实处境，找到解决
方法，正如有网友所说：心灵鸡
汤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人喝了
一万碗鸡汤后，却还在为每天早
点起床天人交战。

所以“鸡汤”虽好，可不要
贪杯哦。如果欲罢不能，还请再
干一碗“反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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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柜收费 该谁买单

□李小将

8月前后，免费使用了一段时
间的快递柜开始收费了。10月10
日，记者调查发现，面对快递柜收
费，快递员不同意交费，转而请物
业代收。而刚刚解脱的物业公司也
不愿意再代收快件。这使得业主的
快递包裹重新陷入投递难的尴尬境
地。（详见昨日本报07版）

快递柜收费后快递员为何拒绝
使用？原因很简单，送一个快递挣
不了多少钱，如果每个快递柜再收
取一部分费用，他们的收入会减
少，影响的是他们的利益。

那么，消费者愿不愿意出这部
分费用吗？显然不现实。因为消费
者在购买商品时，已经支付过了物
流费。

快递柜是快递柜运营商推出的
服务，旨在解决快递末端投递难的

尴尬境地。从前期免费使用的情况
来看，快递柜的确有效缓解了这一
问题，获得业主和快递员的认可，
这说明快递柜有存在的必要，现阶
段要解决的是该谁为快递柜买单的
问题。

任何新生事物在兴起时，都会
遇到这样那样的困境，快递柜也不
例外。如何让快递柜继续为大家发
挥应有的作用，快递柜运营商和快
递公司应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
来，而不是简单地将成本转嫁到快
递员的身上。

另外，虽然快递柜有效缓解了
快递末端投递难的尴尬境地，但同
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快递柜也容易
引发“当面签收”“延时被收费”

“快件损坏纠纷”等问题。这些问
题，绝不是靠快递行业自律就能解
决的，还需他律，而在这方面，我
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并不健全，亟须
完善。

“心灵鸡汤”虽好 可不要贪杯哦

微信转错账 应有撤回机会
□薛家明

10月4日11时许，家住西安
明光路的王女士给一位朋友转账
2700元，转完后她发现2700元误
转给一位不熟悉的微信好友“萌妖
儿”了。当她想让对方退还时，却
被对方拉黑了。而她向微信支付客
服95017打电话求助，“客服说转
账是我自己发起的，无法撤回，也
不能提供对方的信息。”（10月10
日《华商报》）

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手
机支付已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乘坐公交车、地铁，仅需手机扫一
扫就完成“投币”；在商城购物
时，顾客只需手机触一下支付终
端，就完成付款。但手机与支付的
深度绑定，在给顾客带了便捷生活
体验的同时，也悄然埋下“支付炸
弹”。王女士误转账后被拉黑的惨

痛经历，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从交易过程分析，王女士误将

“萌妖儿”当成收款人进行转账，显
然是自己犯糊涂。但王女士要为此
付出2700元“泡汤”的代价么？当然
不用，她应该仍然是 2700 元的主
人。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一直遵
循这个原则。比如，我们通过网银
转错账，银行会积极协助讨回损失
金额。但让人遗憾的是，微信方面
却拒绝了王女士的撤回请求。微信
客服何以如此坚决地拒绝呢？其逻
辑是，只要转账当时是自愿的，就不
能撤回。这个逻辑明显是错误的。
没错，转账时是自愿的，但这个自愿
是建立在错误判断之上，显然不应该
成为微信客服拒绝王女士的理由。

事实上，在移动支付中误转账
并不是小概率事件。出于便捷性的
考量，微信转账只要选定收款人，
就不需要再次核对身份，使用者稍
有不慎就会出错。比如，今年2月

福建南安的何先生在春节同学聚会
时，酒后竟然在群里连发3个金额
5000 元的超级红包。由此可见，

“误转账后被黑”不仅是王女士个
人的安全警钟，更戳中移动支付逻
辑的伤。而这个逻辑的硬伤，稍有
不慎就会“伤及无辜”。

那么，如何提高公众的支付安
全指数呢？一方面公众要提高警
惕。比如，不要绑定大金额的银行
卡，手机丢失要立即注销号码补办
新卡，大额转账前“三思而行”。
更重要的是，支付APP要修正自己
的支付逻辑硬伤，当客户发现转账
错误后要提供适当的补救措施。比
如，一分钟内可以撤回，误转账后
客服帮忙讨回等。事实上，撤回在
技术上并不是问题，微信、QQ早
已具备撤回消息的功能。但值得追
问的是，为何在更关系客户切身利
益的移动支付上，撤回的机会却迟
迟没来呢？

选择银通 “贷”动成功
漯河市召陵区银通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是经政府批准成立的专业

贷款机构，致力于为信誉良好的个人、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提供优
质、便捷的金融服务。

经营特点：1~3 天即可放款，利率低至一分二。
业务种类：公务贷、商户贷、微企贷、创业贷。地址：
漯河市人民路与金山路交会处向西 50 米路南 网
址：www.ytdaikuan0395.com（另招聘客户经理）

0395-5572255 13069590508 13069592008

□姜 潇

国家文物局日前致函辽宁省文
物局，要求对辽宁绥中“野长城被
抹平”一事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进行调查和依法问责，组织专家对
相关段落长城进行评估并制定整改
措施。这无疑是提醒相关责任单
位，整改工作肩负公众期待，要拿
出科学可行的实施方案，加强后续
监管，不能让“整改”对野长城造
成二次伤害。（新华社）

“最美野长城”因保护维修中
采取“抹平”措施，严重影响了
长城古朴、自然的历史面貌，招
致舆论批评。这一事件深层次原
因是相关单位和责任人保护理念
落 实 不 到 位 ， 工 作 作 风 不 严 不

实 。 后 续 整 改 中 ， 有 关 工 程 团
队、专家学者、管理部门应从中
汲取教训。

文物修复专业性极强。近年
来，珍贵文物遭到“奇葩”修复造
成文物本体受损的案例屡见不鲜，
而文物一旦损毁，无法弥补，更易
造成历史性重大损失。对于即将上
马的绥中野长城整改工程而言，一
拆一修，工程翻倍，更需审慎。相
关主管部门和施工单位应按照科学
严谨、实事求是的原则，组织专家
认真研究，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相
关施工方案和维修工艺要做好充分
讨论和实验证明，并按照法定流程
推动，在专业部门和公众的监督下
稳妥、有序实施。

整改的过程需要文物部门切实
履职，全流程严格监管不容缺位，

严格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
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关于“建
立文物保护责任终身追究制”的有
关规定。文物管理部门在把好立项
审批关的同时，更应完善对事中事
后的监管、跟踪。

长城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应该
看到，长城体量庞大、涉及面极
广，保护、开发、展示面临多重
困境。相关部门应全面完善并切
实贯彻 《长城保护条例》，加快对
长城本体的抢救性保护，纠正在
长 城 保 护 中 业 已 出 现 的 不 当 做
法，并严格追责问责，用严谨务
实的态度，保护好中华民族的脊
梁。

野长城“整改”要防止二次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