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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5%的同学
毕业后常联系

一项网络调查结果显示：

七成网友毕业后老同学都保

留在了相册里，仅与 5%的同

学保持联系，“失联”同学最囧

联系理由TOP3是参加婚礼、

推销、帮娃拉票。网上“老同

学！你还在我相册里”的各种

晒照常受到围观。

▋@扬子晚报

过度修图可能会迷失自我
你拍照修图吗？国家二级

心理咨询师尹绍雅说，调查显

示，生活中有 73.4%的人拍照后

会修图。让照片变美并无坏处，

可长期沉迷修图，会让人逐渐难

以接受现实和迷失自我，沉迷于

“美丽假象”，不敢以真面目对

人，导致自卑和挫败感。看到这

儿，你不自觉的想起了谁？

▋@生命时报

非 常道

朱清时回应“真气报告”争议：
说中医经络是伪科学，我不赞成

6月12日，中科院院士朱清时就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举

办的名为《用身体观察真气和气脉》讲座及其引起的争论，

独家向本报作出回应。当谈到许多人认为朱清时有关“真

气”的报告是“伪科学”时，朱清时如此回应：“中医经络包括真

气，是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要的部分。知道它们的精华，我们才

能有真正的文化自信。中国科学家应该做一些振兴中华传统

文化的事情。”他告诉记者，“错”或“不错”是学术问题，应该从

学术层面讨论，他乐于看到认真的学术批评，而不是一谈真气

和经络就不对。 ▋@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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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填报志愿服务不宜完全市场化

＞

高考过去一周，

考生和家长又为填报

志愿忙碌起来。如何

在短时间内筛选有效

高校和专业，一些报

考辅助机构和填报志

愿APP成了家长的“救命稻草”。记

者从几家服务机构了解到，一对一

辅导便宜的1万多元，贵的高达4万

元，但“天价”也挡不住家长的热

情。与此同时，大量高考志愿填报

软件、APP 也上线，鱼龙混杂、价格

不等。专家提醒，家长需先掌握一

定知识，在选择服务和机构时擦亮

双眼，避免上当。（6月15日《北京晨
报》）

志愿填报是高考的最后一个环

节，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如今，针对家长和考生的填报

志愿需求，社会机构也纷纷开展相

关服务，价格则从数百元至数万元

不等。而无论是便宜的服务，还是

一对一的“天价”填报志愿辅导，都

非常抢手，成为家长和考生热捧的

焦点，甚至还要排队预约，连明年

的辅导都已经有人预约下了。由

此可见，家长和考生对填报志愿

具有强烈的现实需求，令该项服

务逐步形成一定的市场规模，但

鱼龙混杂的市场局面，亦令家长

和考生备感煎熬，一不小心就会

上当，白花钱不说，还可能耽误了

考生的前途。

目前填报志愿辅导服务并未规

范化，缺乏行业指导标准，完全是辅

导机构、软件公司自行其是，市场处于混乱状

态，由于信息不对称，家长和考生容易被坑骗。

因此，有必要对填报志愿辅导服务建立行业标

准，要求有相关教师资格、招生经验的人才能从

业，以防范被人利用作为非法牟利工具。

同时，要考虑到考生家庭的收入状况不

一，亦是处于分化状态，并非每个家庭都能承

受得起填报志愿辅导费用。而且，“天价”

辅导费为考生填报志愿付出努力，亦加剧

了考生之间的不平等。因此，填报志愿辅

导不宜完全市场化运营，政府有必要设立

公益性辅导机构，为部分考生家庭提供免

费辅导服务，以满足他们的现实需求，尽

政府的一份力。

▋江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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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老人洗澡被拒”
消费市场需要拥抱老龄社会

▋杨朝清

时事 乱炖 热点 冷评

“伴娘坠亡”
对闹婚习俗要勇敢说“不”

▋杨朝清

原本是办喜事，不料却发生了意外。广东佛山顺德

区均安镇沙浦村一对年轻人结婚，在接新娘的过程中，

发生了伴娘从四楼坠下抢救无效死亡的事故。该村一

位老者表示，这次只是一个意外，他们会提醒村里的年

轻人，以后办结婚仪式时不要闹得太过火。(6月 15日
《广州日报》)

结婚原本是一件喜事，“伴娘坠亡”让原本热闹欢腾的

喜剧蒙上了一些灰暗的色彩。“伴娘坠亡”犹如一面镜子，

折射出根深蒂固的闹婚习俗给一些人带来的痛苦与伤害。

在这样一个人情社会、关系型社会，结婚仪式的公开

性和象征性，让它成为一个社会表现和社会竞争的舞台。

客人越多，折射主人家拥有的人脉与社会资本越强大；菜

肴越多、档次越高，观照出主人家的经济实力以及对客人

的重视程度。 在一个区域性、地方性的认识里，“人越多

越好，越热闹越好”让一些人为闹婚习俗找到了理由哪怕

是自欺欺人的借口。

以祝福一对新人进入新的人生阶段、获取新的社会角

色之名，闹婚在恶搞化、低俗化甚至色情化的道路上越走

越偏，成为无禁忌、无节制、无下限的集体狂欢。闹婚的

正功能被人为地夸大、负功能被选择性地忽略和漠视，让

一些人有恃无恐。闹婚被道德化、人情化，让“闹婚”的受

害者即使觉得委屈和屈辱，也不得不妥协与退让。“别人

都如此，就你特立独行”，这样的道德捆绑，让一些人陷入

“囚徒困境”，缺乏对陈旧、落后的闹婚婚俗说“不”的底气

与勇气。

逝者已矣，对闹婚习俗的反思却不能停止。只有让婚

俗更具法制观念、更具时代气息、更具人文情怀，才会少一

些由闹婚引发的悲剧。多一些勇敢地说“不”，闹婚习俗才

会实现重塑与更新。

吉林长春市民赵先生今年85岁，喜欢泡泡澡。虽然浴池的

门上贴着“年老者需要家人陪同”的告示，但工作人员还是让他

进去了两次。第三次去洗澡，却吃了“闭门羹”。赵先生争辩

说，自己能够照顾自己，血压也不高，腿脚好使，凭啥不让进。

浴池的工作人员态度非常坚决，除非老人有人陪同，否则肯定

不让进。 (6月15日《新文化报》)
不论是“高龄老人洗澡被拒”，还是“高龄老人出游受限”，

消费市场在拥抱老龄社会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老年人的消费

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情形。对于想要到浴室泡澡的老年人来说，

被拒绝不仅意味着利益诉求得不到回应，还意味着被他人标签

化、污名化，从正常人被贬低为“危险的人”、“惹麻烦的人”，承

受着隐形的、变相的傲慢与偏见、歧视与社会排斥。

消费不仅是一种将需要、认同、情感和文化勾连起来的经

济活动，也是老年人融入社会的一种渠道。换言之，各种各样

的消费行为，成为一种社会联结的纽带，让老年人保持与这个

世界的联系。然而，层出不穷的“闭门羹”，却让高龄老人感受

到现实的生硬与冰冷。

旅行社也好，浴场也罢，给高龄老人的消费行为设置种种

附加条件，说到底是为了风险防范。在理性选择深入人心的今

天，商家自然要进行成本与收益的权衡与算计。在收益一定的

格局下，接纳高龄老人的成本却比普通消费者高得多，部分商

家宁可少赚钱，也不愿意“摊上事儿”——高龄老人身上具有的

不确定因素多，风险隐患多；为了自我保护，商家宁可采取一种

封闭的社会排斥，宁可将高龄老人拒之门外。

让老龄社会更好地拥抱消费市场，离不开消费市场的专业

化、规范化。明晰商家与高龄老人的权责边界，既保障高龄老

人的消费权益与基本的体面和尊严，也给商家“松绑减负”，变

“无限责任”为“有限责任”；只有兼顾双方的利益诉求，高龄老

人的消费之旅才会更加顺畅。

求“神”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