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葛评论员观察

葛
观
点

孟羽童离开格力
是一个年轻人的正常选择

近日，孟羽童从格力电器离职引发热
议。这不是孟羽童第一次被推到舆论的风
口浪尖。上一次，是董明珠盛赞其“符合接
班人标准”，计划把她培养成“第二个董明
珠”的时候。

其实，稍微严肃一点的观察者，都不
会对孟羽童成为“董明珠接班人”的可能
性太过当真。不管格力怎么包装、外界如
何炒作，孟羽童就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
浙大学历、文艺特长、网红气质等种种因
素，足以让她找到一个世俗观念里的“好
工作”，但不太可能让她“一步登天”。何况，
孟羽童本人自始至终也没有以“格力接班
人”自居。此前因董明珠盛赞而走红时，她
就澄清说：“董明珠的成功不可复制，没人
可以成为第二个董明珠，老板是想给年轻
人更多平台和机会。”

相比很多同龄人，孟羽童无疑站得更
高，但要追求更远大的目标，她还需要时
间来打磨和历练。她的人生充满各种可能
性，“从格力离职”不是她的失败，而是另
一段精彩生活的开始。 （据中青报）

遇到不平先上网曝光对方讨要个说法，这固然解气，但也难免造成“误伤”，让人因为小
错而付出大代价。类似事情的反复发生，会大大降低网络和整个社会的“容错度”。

□评论员 孔雨童 绘画 徐进

近日，在深圳光明文化艺
术中心音乐厅落成典礼上，57
岁的农民工易群林，受邀在这
座自己参与建设的场馆中弹
奏了一首钢琴曲。

这一幕打动了不少人。有
人看到了对建设者的尊重和
致意，有人感慨“音乐无门
槛”，还有人感受到了人文关
怀。但在对这所音乐厅报以赞
赏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更
多“背后的故事”。

易群林自小喜欢音乐，16
岁时在亲戚家第一次接触到
钢琴，他跟着简谱慢慢学会了
不少曲子。但自从来到深圳打
工，20年了，几乎再也没摸过
钢琴。前不久易群林在街头看
到一架公益钢琴，他犹豫了一
下，随后拍拍身上的灰，上前
弹奏了一首《梁祝》。那一天，
老易很开心很激动，而这段视
频也被人发在网上，广为传
播。

近年来，如易群林所经历
的，公益钢琴开始在一些城市
的街头出现，成为一些外来务

工者接触艺术的渠道：2018
年，深圳华强北街道在路边摆
放了8台公益钢琴，供人免费

弹奏——— 任何人都可以；2019
年，几十架公益钢琴陆续被放
置在宁波的街头巷尾；2021
年，上海第四届公益钢琴艺术
主题活动中，超过50台钢琴通
过捐赠渠道，放置于学校、医
院、福利院、艺术中心等多处
社会机构，覆盖城市各个角
落。

我们在说“钢琴”，但说的
也不只是钢琴。城市需要以更
多“主动的姿态”，关注外来务
工者精神层面的需求——— 多
一些公共文化设施的增设，多
一些公共场馆的开放，多一些
公益文化活动的开展，乃至多
一些宣传上的关怀和鼓励。让
更多外来劳动者，可以自然地
进出一些哪怕打着“高雅”标
签的公共场所，享受更丰富的
精神生活和文明福利的同时，
也更好地融入这个他们建设
的地方。

“Play Me,I'm Yours”
（演奏我吧，我属于你）是国内
公益钢琴项目中广为流传的
理念，而“I'm Yours”（我属于
你）亦应成为被每个务工者感
受到的“城市之音”。

给外来务工者一架可以弹奏的“钢琴”

占车位事件落幕，网暴不是正义的解法
一

起 简 单
的 占 车
位事件，
演 化 成
了 一 场
没 有 赢
家 的 网
暴。

长
沙 刘 女

士上月底发现，自己购买的车
位被其他车辆占据，要求对方
车主唐女士挪车。不承想，唐
女士不仅不道歉，而且“态度
蛮横”，要求看刘女士的车位
买卖合同。协商无果，刘女士
一怒之下在车位旁焊上了铁
栏杆。

此事经媒体曝光后引发
广泛关注。经过十多天的发
酵，网络上对唐女士的谴责升

级为谩骂、人肉搜索，但事情
始终未能解决。5月9日，面对
媒体采访，刘女士、唐女士均
表示“局面失控”，后续处理需
要“缓缓”再说。

占用了别人的车位不但
不道歉，反而提出要看车位购
买合同的无理要求，唐女士的
做法确实过分，应当被谴责。

面对唐女士的“无礼”，刘
女士借助媒体，希望通过网络

“要说法”，要求唐女士“诚恳
道歉”，这样的要求不过分，这
样的心情可以理解。

只是，网络有不可控的一
面。原本，刘女士只是想要一
个道歉，想要借助网络快速解
决此事。可是，爆料演化成了
网暴，唐女士被“人肉”几近

“社死”，事情本身也陷入了僵
局。

这显然背离了刘女士的

本意，但遗憾的是，此时刘女
士已经失去了控制事件走向
的主动权，“想撤掉铁栏杆又
担心网友不满”，陷入了进退
两难的境地。

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
遇事先上网爆料成为不少人
的选择。网络作为开放的舆论
空间，提供了一个“说理”的平
台。同时，网络是把双刃剑，能
帮人“出气”，也容易放大、激
化矛盾，加剧对立，产生“网
暴”等副作用，给人带来远超

“应得”的严重后果。唐女士占
用她人车位确实不对，但也没
有错到被“人肉”至“社死”的
程度。

遇到不平先上网曝光对
方讨要个说法，这固然解气，
但也难免造成“误伤”，让人因
为小错而付出大代价。类似事
情的反复发生，会大大降低网

络和整个社会的“容错度”。占
个车位可能被网暴，一句不当
发言也可能被网暴……

普通人每天面对生活的千
头万绪，谁都有不理智的时候，
没有人能保证时时处处不说错
话，不做错事。一个不容失误的
环境下，势必人人求自保，事事
谨小慎微。这于个人生活、于社
会发展都是不利的。

令人欣慰的是，11日，当
事双方进行了坦诚沟通，唐女
士向刘女士致歉，态度诚恳，
双方和解。占车位事件告一段
落，但给双方造成的影响短期
内恐怕难以消散。事实证明，
不文明不能用不文明解决，网
暴不会实现正义。我们更应该
思考的是，面对类似纠纷，如
何避免以正义之名搞网暴那
一套，而采取更文明、更体面
的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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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虐待动物的新闻时有出现。
这种表演式的虐杀行为，挑战着文明社会
的公序良俗，触碰了道德和法律的底线，
也严重污染着网络生态。

暴力虐猫漠视生命，理应付出代价。
律师指出，如果虐猫者将虐猫视频发布在
网上，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则有可能
被认定为寻衅滋事行为，根据法律规定会
受到治安管理处罚；如果被虐待的猫有主
人，那么，猫属于他人私有财物，虐猫者侵
犯了猫主人的财产权，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同时，如果受虐待的猫的鉴定价格超
过5000元，达到刑事立案标准，还可以涉嫌
故意毁坏财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善待和敬畏生命，这是为人的底线。
不管喜欢与否，不管出于何因，以极端残
忍的方式虐待小动物都是不可原谅的。坚
决反对虐待动物、共同抵制虐待动物视频
传播，共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存空
间，这样才是现代社会该有的文明素养，
更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据法治日报）

暴力虐猫漠视生命
理应付出代价

讲台上放着一盆水和多部手机，学生
依次上台将手机浸入水中，前几排学生的
面色凝重有些不悦。5月11日，针对在网上
引发热议的“手机泡水”视频，贵阳市修文
县明雅学校发布情况通报称，经核查，因学
校九年级某班的20余名学生违反学校规定
私自携带手机进入宿舍并在深夜玩耍，影
响正常作息。班主任发现后自行与家长协
商，采取将手机泡水的方式进行处置。

学校在了解到相关情况后，认为有
“矫枉过正”之嫌，立即对涉事班主任进行
严肃批评，并对泡水手机逐一登记，与家
长协商赔偿事宜。学校对暴力处置手机的
方式及时矫正，显示出对个人财物的基本
尊重，也是对人性化教育理念的重申。

青少年自制能力有限，面对各种炫酷
的手机游戏和“永远都刷不到底”的短视
频，很容易沉迷依赖，继而精力涣散，无
心学习。然而，销毁手机的“撒气式”做
法，看似从源头上解决了问题，实际上却
是一种假性解决。面对这种暴力举措，学
生很可能产生抵触心理，将对老师的负
面情绪转移到学习上，或是索性拿一个不
常用的手机“交差”，敷衍糊弄过去。学校
不妨开诚布公地与学生探讨手机问题，
倾听学生的心声，同时引导他们认识到
上瘾的危害、合理规划对手机的使用方式
和时间等。此外，还可以丰富学生的课余
活动，让他们有除了玩手机外更加多元的
放松方式。 （据红星新闻）

学生手机被泡水处置
“撒气式教育”是乱作为

又见专家踩地毯下田，形式主义何时休
□丁慎毅

据媒体报道，5月10日，网
曝河南周口沈丘县一种子公
司举办观摩会，在麦田里铺红
毯踩踏毁苗。网传视频中，红
毯将麦子压倒，多人在红毯上
参观。11日，主办方河南五谷
种业公司工作人员称，开观摩
会得铺地毯，已给农户赔偿。

这不是给农户赔偿的问
题，而是如何爱惜粮食、尊重
劳动、尊重专家的问题。此前，

“贵阳一玉米田间交流活动专
家铺地毯下地”“鹤壁市玉米

新品种机收现场观摩会专家
铺地毯下地”都一再引发网友
吐槽。

或许主办方觉得，铺地
毯既是表示对专家的尊重，
也是保障交流活动顺利进
行。即使这样，主办方的做法
仍然不妥。

说到底，这还是形式主义
在作怪。

事实上，农业专家都是从
田间地头摸爬滚打出来的，他
们没有那么娇气。但主办方既
然铺了地毯，出于给对方面
子，专家们也只好在尴尬中前

行。如果主办方为专家准备好
水鞋，相信专家们也会很高
兴。

主办方为专家铺上地毯，
这恰恰是对专家的不尊重。尊
重人才，最重要的是尊重其专
业态度。

鹤壁市玉米新品种机收
现场观摩会上专家铺地毯下
地后，主办方发布声明表示，
这一行为不符合节俭办会原
则，将举一反三，积极整改。

其实，这个认识依然没有
到位。

袁隆平院士被称为“泥

腿子科学家”，90岁时还坚持
下田。袁隆平表示，他对研究
生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他们必
须要下田，“不下田我不带。
我们学农的，一定要实践。”
科学家沈天民，被称为“小麦
界袁隆平”，也同样被称为

“泥腿子科学家”。
尊重人才，尊重的是其才

华而非其身份。宣传活动，宣
传的是社会效果而非场面。这
就要求坚持问题导向，以解决
实际问题为目标来展开工作，
否则，就容易陷入形式主义的
窠臼。

□评论员 张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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