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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

中国乒乓球女队教练孔令辉
涉嫌欠新加坡赌场欠款 250 余万
港元而被告上香港高等法院，之
后，中国乒乓球协会认为其行为
已经严重违反国家公职人员管理
相关规定和纪律要求，决定暂停
孔令辉中国女乒主教练工作，深
刻反省，立即回国接受进一步调
查和处理。紧接着，国乒队紧急
调整赛时工作安排，决定由女队
资深教练李隼暂代孔令辉负责杜
塞尔多夫世乒赛余下的工作。

事件太过离奇，又恰逢世乒
赛前夕，种种“阴谋论”“离间计”

“这是不让中国拿金牌的一盘大
棋”等等网民脑补的前传续集开
始上演，其中有不少网民请愿：孔
令辉作为女队主教练，正值世乒
赛，临阵换帅是兵家大忌，这事关

国家荣誉，能否从轻发落。
国家体育总局斩钉截铁地回

复“不能”：作为党员干部国家公
职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纪国法，
著名运动员、教练员更应注重自
身社会形象和社会影响，带头遵
纪守法。这是该有的态度。

“国家荣誉”确实重要，但重
要到什么程度，是否法制的刚性、
纪律的严肃，都要在金牌的多寡
面前打个折扣，这是该讨论的。
竞技场上的杀伐征战、金牌灿灿、
国歌阵阵，固然激动人心，但作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上举
足轻重的大国，“国家荣誉”需要
有“由表及里”的沉淀过程。

显然，国家荣誉，不能只是浮
于表面的流光溢彩，必然要有深
入肌理的内在强韧的支撑。

体育竞技所能带来的国家荣
誉，未必是长效的。胜败乃兵家

常事，运动员发挥有好有坏，国家
荣誉莫非得随着其状态忽明忽
暗？其实，国家荣誉更为长久、更
为稳固的展现，是其文明发展的
进程。不妨试想，如果一个国家
的法制，在一些人面前不得不折
服，国民的心态，是可以通过竞技
场的表现来获取处理的宽大，相
比竞技场上输了比赛，何者对于

“国家荣誉”的损害更可观？体育
竞技发展至今天，早已摆脱了成
王败寇的蒙昧认知。输，不可怕；
倘若为了“不输”，不惜赌上国家
信用，以开特例、批特权的方式，
捍卫赛场成绩，可就有些可笑了。

这并非没有先例，中国田径
“马家军”的兴奋剂事件曾令举国
震惊，其实早在1998年《马家军调
查》成书时便已经写了出来，当时
的杂志社考虑到马家军是中国体
育高荣誉的代表，将兴奋剂一章

删去。直至 2016 年，这一尘封近
20年的章节才重新出版。这么多
年的回避与遮掩，是为国家荣誉
增光添彩，抑或是更为深远而持
久的伤害，恐怕是不言自明的。

“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
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
情操所屈服罢了。”一国的国家荣
誉，亦当作如是观。国家的形象，
不只体现在辉煌与荣耀，更体现
在直面问题的勇气，追问责任的
执着，知耻后勇的反省，如此，才
能塑造起丰满而立体、强悍且坚
韧、自豪又自信的成熟的国家形
象。国家呈现出如此气象，才是
国民能“与有荣焉”的国家荣誉。

孔令辉涉赌，对女乒不可谓
没有影响，但对社会来说，也是一
次厘清“国家荣誉”的契机：国家
荣誉的呈现，不只是金牌与银牌，
更是正义与公平。

孔令辉涉赌，是厘清“国家荣誉”的契机

□朱毅

长了八条腿、六个翅膀的肯
德基的鸡，一度是网络谣言里的
头牌网红，忍无可忍的肯德基最
终将三家始作俑者微信公众号运
营公司告上法庭。2016 年初，法
院判三家公司共计赔付9.12万美
元。不过，造谣博点击率、赚流
量、涨粉丝的收益，看来比 9万美
元的赔偿多得多，肯德基的损失
比 9 万美元多得多。造谣的还是
赚了，肯德基还是亏了，造谣毫不
畏惧，继续造。

“朋友圈”里一直没闲着：塑
料包心菜、棉花肉松、塑料大米、
塑料紫菜……一样接一样，看似
有视频有真相，实则个个是谣言。

近日，两位青岛大妈拍了一

段视频发送到微信朋友圈，宣称
在一家蛋糕店买的蛋糕上的肉松
是棉花，结果蛋糕店当晚被青岛
市民包围。经山东省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技术中心检验，肉松蛋糕
未检验出棉花基因。警方认定两
位大妈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
依法对两人行政拘留 5 日。店老
板很委屈，肉松厂商很冤枉。两
个普通人的愚蠢和愚昧给开业才
十几天的蛋糕店造成了巨大的经
济损失。

棉花是木质纤维，人是无法
咀嚼的。同理，用塑料做大米成
本高，还很容易被发现。这些一
戳即穿的谣言如此低级，但为什
么能流传这么迅速和广泛，不得
不引起注意。

谣言盛行往往有三个条件：

社会信任感下降；信息公开不够
及时透明；受众素质参差不齐。

吃的门槛低，谁都能聊几句，
谁都能感同身受，任何的风吹草
动，都可能掀起轩然大波。相对
封闭的微信朋友圈是网络谣言的
主阵地。谣言到了相对开放、专
业人士和相关机构云集的微博，
存活率则较低。

2016 年微信数据显示，老年
人每人日均发送消息44次。老年
人信息渠道少，上微信多，用微博
少，没能力也没精力去查证是否
谣言，一旦看到用词惊悚的食品
安全信息就如获至宝，加之对家
人后代健康的关切，转发积极性
一浪高过一浪。事实上，也有相
关调查表明，老年人已经成了食
品类谣言转发的主力军。

遏制谣言，在于要杀猴给鸡
看，而不是止步于杀鸡给猴看。

说紫菜是塑料做的法办了，
说肉松是棉花做的也拘留了，但
这都是一只鸡而已。猴子是谁？
是提供信息发布和传播机会的平
台，所谓斩草除根，所谓釜底抽
薪，都是这个道理。平台的连带
责任不能睁只眼闭只眼，谣言和
假货一样，先行赔付是必须的。

谣言看似云淡风轻，但对种
植户、养殖户和企业造成的伤害
难以估量，必须重拳出击。

期待被谣言损害者拿起法律
武器，法院也应严刑峻法，让造谣
者承担给受害者造成的经济损
失。除此之外，造谣者也应承担
误导公众的代价，法院的处罚即
使造成其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

食品谣言易传播危害不小，应严刑峻法

又快要高考了，关于报志愿这
事儿，我建议一定要多听听40岁以
下、在一线城市或者强二线城市工
作、有较高学历、有较高层次工作经
历的人的意见。而老师的意见，尤
其是许多三四五线城市学校老师的
意见，由于本人往往见识有限，有时
候非常害人。我不止一次听到别人
跟我诉苦，学校为了面子，让许多学
生报考某大学的垃圾专业。如果这
学生本来家庭也一般，学了这种垃
圾专业真的是把孩子给害了。比如
本来能去人大/上海财大学个经济
类（不一定是金融，但是跟金融沾
边），结果去复旦读个文史专业；再
比如可以去厦大学会计，结果报了
浙大的农业。还有一批名校的垃圾
专业，弄成了提前批，好多学生不
懂，心想反正不影响第一志愿于是
随便报一个，结果录取了，欲哭无
泪。切不要盲目相信只要学校好，
专业可以随便转这种鬼话。事实上
转专业的人我见过一些，但是比例
极低，只要学校在差不多的档次就
行，千万不要伸着脖子往上够，把专
业给弄差了。

另外，还要考虑城市因素，越大
的城市越好，毕业之后大部分同学
都会留在这个城市，同学多人脉广，
以后发展的空间大。

（新浪知名博主北京大土豆）

▶网友评论

跨专业有番作为的时代过去了

@LPP0803：四五十岁的会告
诉这些孩子，专业真的不重要。

@哈利要卖萌：这话不假，因为
现年四五十岁的本科生大多位居领
导岗位，大多做着非专业的事情，但
这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现代社会
不一样了，专业对于一个初入社会
的本科生来讲，很重要！

有些老师在填报志愿上毁人不倦

@cosyqiao：四五六线的老师
真的不知道啥专业好，也不知道很
多专业比如图书馆学改名叫信息管
理，很多人被忽悠报了这个专业。

@超级猪哥哥：三四线到十八
线高中老师在填报志愿上毁人不
倦。

@水木3郎：如果家在中西部
四五线城市，还是果断走出去，到一
二线城市吧，相比未来的前途，回家
距离远不算个事儿！

学校的光环越来越不重要

@bboy科里昂：那些说很多单
位不看专业、只看是否 985 的，呵
呵！也许有很多这样的单位，但你
也许只是凭借名校光环进了一个稍
微不错的单位，对人生这么长的历
程而言，选择一个值得自己专注一
生的专业，是何其幸运啊！这种幸
福感不是一个好单位可以给你的。

@elevenorange：其实工作之
后才会发现专业有多重要，它就像
背在身上的印章，工作年限越久，学
校的光环反而没那么重要了。当然
家境殷实的孩子完全可以按照兴趣
选择喜欢的专业，否则专业背景几
乎决定了绝大多数人的从业范围和
职业发展道路。

专业第一位，别扯什么名校人际圈

@我应该叫四川小土豆才对：
普通家庭孩子建议学工科，没有家
底只有技术能帮你。

@用户我爱炫宝宝：专业第一
位，别扯什么名校人际圈。互相有
借力的地方，游戏规则差不多，很快
就能熟悉，人家使不上你，就是住一
个宿舍又如何。家里帮不上忙的孩
子，切记努力提升自己的硬实力。

（以上言论来自新浪微博 本文意
在传播更多信息，不构成指导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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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博议

又 是 一 年 毕 业
季，不少大学生以合
影、出游、聚餐等方式
留下最后的校园回
忆。然而，毕业聚餐
的浪费现象不容轻
忽。

中科院的调查显
示，我国每年餐饮食
物浪费量 1700 万至
1800万吨。

新华社发

毕业聚餐

莫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