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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使用耳机，会让听力
永久性受损吗？

①相较而言，入耳式耳机带

来的伤害，较耳戴式耳机更大一

点；②声压级大的情况下会给听

力带来不可逆的损伤；③人耳听

力的损失是在一点一点不断下降

的，是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④科

学合理的使用耳机是不会对耳

朵造成损害的。 @央视财经

长寿新规律：
饭量减1/3，多活20年！

科学家以蠕虫、苍蝇、小鼠和猴

子为对象的实验都表明，每天少吃

30%，就能显著改善健康、延长寿

命。这一效果可能同样适用于人

类。吃七分饱就可以保证营养摄入，

只要长期坚持，不仅有助控制体重，

还有利于头脑保持清醒。

@生命时报

非 常道

马云：
贸易不是武器，而是解决方案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达

沃斯表示，电商已经改变了传统贸易模

式，带给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新的机

会，让贸易更普及，因此世界需要新的贸

易规则，“打贸易战很容易，但停下却很

难，世界不要用贸易作为武器，要把贸易

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案。”

@企业观察报

低温严寒持续，节能取暖莫忘

＞

▋汪昌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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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国家电网公

司获悉：入冬以来，我国

用电水平持续攀升，全国

发电量日均达191.29亿千

瓦 时 ，日 发 电 量 最 高 达

201 亿千瓦时，比去年冬

季最大值增长了 15%，创冬季历史新高。

受低温寒潮、电煤供应等因素影响，河北、

江苏、河南、湖南、江西等电网电力供应紧

张。（1月28日《经济日报》）
事实上，早在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便

下发了《关于严格执行公共建筑空调温度

控制标准》，规定“夏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

不得低于26℃，冬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

得高于20℃”。但从执行情况来看，显然难

尽如人意。一些居民和机关事业单位，在

冬季将空调温度设定在20℃以上，似乎已

成一种“常态”；特别是，一些经营性公共场

所，将“大幅调高空调温度”，作为招揽顾客

的一张“王牌”，以至于，出现了冬天市民在

电影院打赤膀看电影、银行与室外温差过

大致老人感冒等尴尬境况。

可以说，“控温标准”成一纸空文。究

其原因，主要是这一节能举措仅具倡导

性，缺少强制性，没有明确有效的处罚措

施，遵守规定与否全凭自觉；同时，政府公

共节能机构难以进行实质性监督管控，加

之缺少处罚的法律依据，因而对于一些公

共场所违反控温规定行为，只能“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甚至放任自流。

由此，笔者以为，应对持续低温，取暖

莫忘节能。首先，应做好电力供应的调度

工作，确保各地均衡用电。同时，借鉴北

京、上海、山东等地做法，建立公共建筑用

电限额制度，按照单位面积的耗电量设计

最高限额，一旦超限，电价将提高；超限越

多，电价越贵。再者，完善“控温标准”，

引入处罚机制，加强政府监管，对高消费

场所违反节能规定进行高额处罚。特别

是，要采取多种形式，深入宣传合理控制

空调温度的科学道理，增强全社会的资源

忧患意识、节约意识和责任意识，培育科

学使用空调、节约用电的良好风尚，倡导

广大家庭合理控制空调温度，使之成为每

一位公民的自觉行动。

“暴力视频”背离法治精神当禁
▋苑广阔

别简单否定小学“神考题”
▋张立美

26日，南充顺庆区中小学2017～2018学年度

(上)期末教学质量监测五年级数学试卷第六题，在微

信朋友圈刷屏。题目问，“一艘船上有26只绵羊和

10只山羊，船上船长几岁？”（1月28日《成都商报》）
笔者以为，对于这道小学数学题，不必急着

贴上“神考题”标签，直接予以否定和进行批判，

而应当从专业角度看待和思考。

在倡导素质教育几十年的今天，小学数学题

已经不只是简单训练和考查学生的计算、运算能

力，而是测试学生的综合素质，包括学生的质疑精

神、批评精神和自信程度。像笔者上小学那会，数

学学习更多注重的是知识性和操练，现在的小学

数学课更加注重思维训练，这也是近年来越来越

多小学、老师会出这类数学题的原因所在。

这道看似无聊的小学数学“神考题”，实质上打

破了长期以来在学生脑海中根深蒂固的数学解题

的定式。在不少中小学生的思维定势中，总是认为

所有已知条件都是直观的，马上能利用的或是直接

联系上的解题方法，觉得老师出的题目总归是有答

案的，不敢怀疑老师的题目出错了，而是没有答

案。这导致不少学生面对这道小学数学“神考题”，

不知所措，犹豫不决，不够自信，在解题时不能注意

分析数量之间的关系，还是盲目的运用加减法计算

答题。但是，对于自信、勇于质疑的学生来说，就会

坚定绵羊、山羊数量与船长年龄之间没有关系，题

目无解，甚至会发散思维，给出合理答案和解释，而

不是直接按照数学解题方法简单地加减乘除。

实际上近年来，不少“神考题”让广大家长一头

雾水，甚至连博士学历的家长都不会做，而孩子们

却能顺利解答出来，根源就在于现在孩子的思维其

实比大人更活跃，这正是过去应试教育模式下培养

出来的学生所欠缺的。可以说，老师出这类“神考

题”，不是在胡闹，而是在补课。对于这类“神考

题”，应当多从专业视角予以理解和鼓励，而不是简

单地以自己的看法予以否定。一道小学数学题有

没有道理，不是以家长会不会做为标准答案。

近日，网络间涌现大量宣扬

以暴制暴主题的短视频公众号，

其视频内容充斥暴力、粗口。晃

动的镜头中，一位极具正义感的

“大哥”在听取求助人的倾诉后，

带领数名小弟出击，用暴力手段

帮助求助人讨回公道。而“大哥”

的解决手段非常直接，如酒瓶抡

头、强逼吃屎、废其双手等等。（1
月28日《新京报》）

记者深入采访发现，绝大多

数短视频不过是一种表演和创作

的产物，里面的人物都是找人客

串表演的，然后以伪纪实的方式

进行公布和传播。但是为了吸引

眼球，这些短视频制作机构几乎

都不会主动标明自己的视频内容是在“演戏”，而故意误导网友和观

众，以此来增加短视频的吸引力。

有了观众和流量，甚至有了固定的粉丝，这些短视频制作者就可

以通过打赏、广告赞助方式来实现变现。乍一看，这类短视频和其他

恶搞类视频没有大的区别，是在表演。但是问题恰恰出在这些短视

频的核心竞争力，也就是视频内容上。首先一点，在这些短视频中，

不管当事人遇到了什么事情，陷入了何种困境，“带头大哥”们唯一的

解决办法就是以暴制暴，通过暴力手段逼别人就范，这显然是对依法

治国、法治社会的一种忤逆，把法律精神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会让

很多人以为暴力真的是万能的。

其次一点，这些视频公号往往以自己不展示色情内容，所以不会

被封来吸引广告赞助商，但是按照国家《网络安全法》第十二条规定，

“传播暴力、淫秽色情信息”属于该法规明确禁止的行为。而这些短

视频公号，恰恰是以暴力内容赢得关注以及兑现为真金白银的现实

利益的。

由此可见，这些打着惩治不公、维护正义名义的短视频公号运营

者，迎合了部分观众对公平与正义的渴望，也为自己换来了现实利

益，但是他们所营造的正义，却是虚假的，而宣扬的暴力解决问题的

理念，则是真的。对此，各大网络平台应该有所警惕，加强对内容的

审核，而监管部分同样需要将肩负的职责履行起来，避免此类暴力视

频的出现，减少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出头就打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