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台“热爱西安”
责任别全推给商贩

山东师范大学播音与主持专业今年停止招生。该专业
自2006年9月开始招生，中间经历了山东艺考最热的阶段,
每年艺考报名，播音与主持专业都算得上学校的爆款专业。
该校招生就业处处长、招办主任赵湘轶告诉记者，播音与主
持专业招生虽然火爆，生源质量很高，但从人才培养的角度，
如果以学校的实力不足以给予与他们的优秀程度相匹配的
培养质量，就不应该耽误他们。（据《齐鲁晚报》）

此前也有高校专业停招的先例，但多是因为生源不
足，被迫无奈，类似于山东师范大学主动停招爆款专业
的，确实较为罕见。可见这份“对学生负责”的主动担
当，的确值得点赞。这也给教育主管部门提了个醒，建立
更加规范的高校专业停招与退出机制，是确保高校教育质
量的重要一环。

2019年2月20日 星期三 责编：李小将02 时评

中小学为何难见“校医室”
□王军荣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发布的《中国中
小学校医室现状调查研究报告》显示，
我国现阶段有59.6%的中小学校未设置
校医室或保健室，各地整体健康教育开
展情况不充分，缺乏专业的健康教育资
料，青海、山东、河北、陕西几省的校
医室工作人员医学专业背景比例不足
20%。（据《工人日报》）

中小学校为何难见“校医室”？一
方面是缺乏校医。没有编制，医生不愿
意来，或是学校给出的条件不高，难以
招到校医；另一方面是缺乏资金和场

地。建合格的校医室，对于一些学校来
说是沉重的负担。从这个意义上说，近
六成中小学校未设“校医室”也是教育
欠账。

中小学校是学生学习、生活聚集的
主要场所，容易发生群体性传染病和意
外突发状况。学校建“校医室”，有校医
在岗，可以很大程度保障师生卫生安
全，换言之，中小学校的“校医室”绝
不是可有可无的场所。如何让“校医
室”在中小学校普及？这首先需要依照
规定给中小学校配齐校医，并建好“校
医室”；其次，对校医和“校医室”要有
严格的考核制度，这包括对校医的工作
考核，还包括对学校的管理考核；再

次，需要畅通校医“职称”通道，保障
他们的待遇，以此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
性。

当下，近六成中小学校未设“校医
室”，显然不是学校不想设立，学校的老
师显然也是知道校医的重要性，如果遇
到紧急情况，本来第一时间让校医参
与，现在却是需要老师根据自己的经验
判断送医院或是叫家长，遇到一些突发
情况，没有校医，学校也会显得被动，
甚至失去了最好的施救时机。说实在
的，对于教育，“欠账”不少，其中就包
括“校医室”，这需要尽快完善相关制
度，保证资金，配备“校医室”，让“校
医室”在学校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短视频时代 警惕贩卖泪点
□房清江

前几天，一则《春节后父母离乡
返工，留守姐妹一路狂追倒地哭喊
“妈妈别走”》的新闻视频在网络疯
转，视频中，小女孩坐地的哭喊声也
赚足了网友们的眼泪。然而，在2月
16日，贵州省榕江县计划乡政府回应
称，经调查，该视频内容与事实完全
不符，是拍客为了吸粉摆拍的。（据新
华网）

在追求流量的时代，“泪点”已然
使得传播变得过于功利化，一味地为
了吸粉而摆拍，便违背了新闻真实的

起码原则，其道德恶意值得谴责。
不过，仅限于此注定了聊胜于

无。从视频来看，几乎看不出摆拍的
痕迹，在网友们看来，两个孩子狂追
倒地哭喊“妈妈别走”所展示与流露
出来的真实情感是演不出来的，然而
这并不能否认地方政府调查的结论。
其实这并不矛盾，孩子对父母的留恋
与不舍是近乎本能的情感，孩子的父
母拿着行李，表示要“外出打工”，自
然会引发孩子情感真实的流露，假戏
而真做，只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大人
们策划的前提下，这些对孩子来说，
本质是一种欺骗，利用了孩子们的亲
情依赖与无条件信任。

虽然这种策划传播具有“泪点”，
能带来传播流量并从中获益，但相对
于对孩子的伤害也许就得不偿失。父
母是孩子成长的镜子，其言行是对孩
子无声的教育。为了摆拍而欺骗孩
子，制造别离的心理伤害，孩子一旦
知道是欺骗，很可能让孩子误认为是
大人的一种行为恫吓从而产生心理上
的阴影，出现内心上的猜忌：到底做
错了什么，父母要吓唬自己。乃至了
解到行为目的的真相，可能会让孩子
觉得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什么都
可以欺骗，包括亲情信任，毫无疑问
这也是对代际情感与信任的透支与伤
害，是“狼来了”式的谎言。

□苑广阔

在几乎人人都离不开微信的当下，一
条“最反感的微信好友”最近上了热搜。
长语音、求点赞、要红包、定期清好友……
谁的朋友圈没几个这样想拉黑的朋友
呢？名列前茅的几个选项，大家的评论都
是感同身受，纷纷表示“忍了很久”。另一
方面，也有网友纷纷对照热搜上的内容，
看看自己是否也有类似的行为，犯了微信
社交大忌。不得不说，这样的“对号入座”
确实很有必要。

网络是虚拟的，但是网络社交工具背
后的人却是有血有肉的，也是真实的，我
们自然而然地会把一个人在各种网络社
交平台上的种种表现和他现实中的人相
对应。既然现实中的人际交往是有规则、
有界限、有底线的，那么当社交活动从现
实中转移到微信等各种社交平台上，这些
规则、界限、底线也同样适用。

与登上热搜榜的“最反感的微信好
友”相对应，网友们还群策群力总结出了
基本的“微信礼仪”，当然也适用于其他网
络社交工具和平台，其中包括有话直说、
不轻易找人点赞、投票、抢票、砍价等，不
把别人当成工具为自己牟利；不要直接发
起视频聊天请求，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否
方便接听；能用文字尽量不用语音等。

□李小将

近日，山东烟台一“市民公约”公益广
告牌出现“热爱西安”字样引发关注。2月
17日，烟台芝罘区人民政府世回尧街道办
事处回应此事称，此广告牌并非官方制
作，系外来务工人员的个人行为，而广告
公司在制作广告牌时，照搬“西安市市民
公约”且只改标题就进行印制。目前，该
广告牌已被拆除，当事人也受到公安机关
的批评。（据新华网）

相距甚远的烟台市民是如何“爱”
上西安的？按照官方说法，皆因商贩

“一厢情愿”——用广告牌遮挡其他商户
的店铺，让自己的生意更好些。看来，
烟台市民“爱”上西安并非因为爱情，
也并非自愿。面对突如其来的“表白”，
西安市民反倒很热情，欣然接受了这份

“爱”。
与以往公益广告牌闹乌龙不同是，

这次出错的是个人而非官方。世回尧街
道办事处的解释和自己撇清了关系，这
事与我无关。解释让人大开眼界，原来
个人可以打着官方的旗号进行公益宣传。

看似公益广告牌闹乌龙与官方没一
点关系，其实不然。广告制作公司是拿
钱办事，商贩也是为了自己。但问题
是，为何有人打着自己的旗号在自己的
辖区内悬挂公益广告，作为涉事方却浑
然不知？要不是闹乌龙被市民发现，想
必这则广告还会堂而皇之地悬挂在此
处。世回尧街道办事处还真得好好查
查，看看再有没有类似广告牌。

□钱夙伟

2月12日，记者在杭州长江实验
小学体育老师杨蓬的朋友圈看到这样
一条信息：开学称体重！开学称体
重！开学称体重！重要的事情说三
遍。而在放寒假前，杭州第十三中学
初二（14）班班主任沈炜也给全班同
学“过了磅”，并宣布如果假期超重就
要“惩罚”。（据《钱江晚报》）

“开学称体重”显然很有针对
性，“大腹便便”应是用来形容中年人
的，但现在“小胖子”越来越多。造

成孩子肥胖的主要原因是不良饮食习
惯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有专家分析认为，成为“小胖
子”的因素很多，但主要原因包括缺
乏营养健康知识，能量的摄入与消耗
不平衡，高能量食物如油炸食品、含
糖饮料等摄入得多，而运动量少，静
态时间多。

春节期间，正是最容易“长胖”
的时期，许多孩子一面享受各种美
食，一面又懒得运动，于是“年后体
重超标”不可避免，而一旦超标，要
减下来并不容易。长胖要受“惩罚”，
有网友说老师“发狠”，但这样的“狠

心”，是对学生的关爱和负责，充满教
育温情，是最让人温暖的“狠心”。

显然，“年后体重超标”并非小事，体
质是整体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肥胖是
一种病，于孩子更是不能承受之“重”。

“小胖墩”是吃出来的，“有一种
‘吃不饱’叫爷爷奶奶觉得你没吃饱”
“ 有 一 种 ‘ 饿 ’ 叫 姥 姥 姥 爷 觉 得 你
饿”，而“嘴馋”本来就是孩子的天
性。“防止年后体重超标”，需要一点
儿“狠心”，需要孩子的自控和自律，
更需要家长的配合。着眼于孩子的全
面成长，“不催作业催减肥”，值得更
多老师借鉴。

“开学称体重”的教育温情 网络社交
也要讲礼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