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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璪平

9月10日，教师节到了，是不是该给老师
送礼，成为讨论的话题。

根据一家公司的调查报告，在教师节来
临之际，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家长表示，支持
给老师送礼，认为这样才能表达对老师的尊
重，而五成以上的家长对此持中立态度。在
送礼的家长中，大部分只是表达尊重，接近
两成的家长则表示是迫于压力，担心孩子会
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大约 24%的家长则希望
孩子能受到优待和特别的照顾。

当然，送出的礼物五花八门，价值相差
很大。绝大多数人认为500元以内的礼物比
较合适，但也有个别家长不惜重金，送出出
境游、现金红包、金银饰品、古玩字画。对待
礼物，纠结的也不仅仅是家长，老师也同样
矛盾。收了，违反规定，自己内心不安；不
收，则会引起家长的误解与怀疑。可以说，
教师节是否给老师送礼，在家长教师两个群
体中都会引起波澜。

之所以有这样的现象，主要有两个原
因。一是部分家长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得
出“结论”，认为只有送礼，才能联络感情、办
成事情，也包括学校幼儿园对孩子的教育。
这部分家长带头，其他的家长也只好跟上，甚
至还会引起攀比之风。另外一个原因，则是
商家不遗余力地炒作。一些平台的电商推出
各种教师节礼物进行促销，五花八门，客观上
也助长了送礼的风气。这两个原因，就把教
师和家长绑架到收礼和送礼的漩涡中，不管
他们内心怎么想，是否愿意。祝福与面子、真
情与功利，就这么不明不白地结合了。

该不该给教师送礼，从规则上来讲早有
定论。早在2014年7月，教育部就公开发布
了《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金等行
为的规定》，其中就包括严禁教师以任何方
式索要或接受学生及家长赠送的礼品礼金、
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财物。规则应该是
长年有效的，并不会因为教师节而网开一
面。违反规则的行为若成风气，就是“潜规
则”，就是不正之风，不应该被怂恿。

教师收礼，很难瞒过孩子，会给他们的
心灵带来负面影响，会让孩子也有在规则以
外送礼办事的观念，很可能贯穿一生。家长
送礼，实际上是把感情物化，表面笑脸相迎，
内心里却会抱怨、不满，而教师也会在今后
的教学管理上患得患失，生怕得罪了谁。这
些，显然都不是正常的人际关系。

其实，对于绝大多数老师来说，他们在
教师节只需要收获一个尊师重教的态度。
这种态度可能表现在一句温馨的祝福上，也
可能表现在一张贺卡、一个暖暖的表情包
上，并不需要用物质来体现，但一定要发自
内心。老师们最需要的，是家长对自己工作
的理解、配合与承认。

家长们与其教师节在群里讨论送礼，倒
不如抓住这个机会，多和老师说说话，加强
一下交流和沟通，促进相互间思路的融合，
为老师今后的工作提供信心与方便。所以
说，态度比礼物更重要，真诚的尊重永远大
过花钱攀比。明白了这一点，教师节也就不
会那么纠结了。

教师节暖心的是态度，不是礼物

随着智能手机、4G网络在农村地区
的普及，《王者荣耀》等网络游戏迅速向农
村学生蔓延。记者近日在辽宁某省级贫
困县的一些村镇中小学采访了解到，从小
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游戏弥漫散布在
义务教育的全龄段，玩《绝地求生：刺激战
场》《王者荣耀》等手游成为男生的“必备
技能”。“忍不住想玩，不玩就闹心”——对
一些学生而言，每天写完作业就是玩手
游，一打一两个小时停不下来，游戏已经
基本占领了他们的大部分课余时间。

与城市学生相比，农村学生留守
者多，课后培训基本没有，加上缺乏父母
的监护和监管，手游更容易乘虚而入。

“学校里严禁带手机，但在校时间短，
下午三点半就放学了。”一些教师也坦言，
学校在限制学生玩游戏方面，只能做到在
校期间的严格监管，但对孩子离校后的管
理鞭长莫及，没有什么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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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焦虑”不是一个伪命题

新闻：据《广州日报》报道，97岁的
张幼丽是东莞现存登记在册、有据可
查的最“老”的小学——莞城阮涌小学
最年长的退休教师。如今每个月，一
批上世纪60年代她教过的学生，其中
不少年纪已超过80岁，都会与她聚在
一起，再叙这份难得的师生情分。

点评：真正的福寿双全。

新闻：据媒体报道，江苏淮安一所
学校旁的马路，每到早晨便被一群跳
广场舞的大妈占据。她们在马路上开
着高音喇叭尽情地跳舞健身，过往车
辆叫苦不迭，无可奈何之下只能绕道
行驶。

点评：广场舞大妈占路，城管部门
不应“绕道走”。

新闻：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哈萨克
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当地时间9月 9日
举行“垂直马拉松”（俗称“爬楼梯比
赛”）。一名71岁女选手作为当天最年
长的选手挑战成功，用时9分15秒“征服
了”近700级台阶，引得现场一阵欢呼；
而在男性选手中，最年长的为64岁，耗
时4分52秒。

点评：偶像。

新闻点评

医疗竞价广告
缘何一再触碰底线

□邓海建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榨菜、方便面、二锅
头等商品的销量上升，不少人感慨国内的消
费水平降级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近日在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消费降级”的说法
失之偏颇，当前市场上出现部分大众化商品
销售较好的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消费升
级的新趋势。

“消费升级”的热乎劲儿还没过去，降级
的说法就流言四起，弄得民众莫衷一是。商
务部新闻发言人及时予以辟谣，无疑有利于
澄清事实，消除误解，而“消费降级”的说法
虽然失之偏颇，但此说背后暴露的问题仍然
值得认真对待。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 18万亿元，同
比增长了 9.4%。尽管增速处于 15年来的低
水平，但考虑到庞大的基数，这个增长水平
还是很可观的。这当然可以证明，社会消费
总体水平呈升级而非降级状态。

挺高端的消费升级概念，什么时候庸俗

化成“花更多的钱买更多的东西”？至于理
性消费，是有钱了之后的“自觉理性”，还是
没钱了之后的“被逼理性”，也不是一个概
念。同理，方便面或榨菜的火爆的确也不能
成为消费降级的佐证，最起码消费升降级是
个慢态的概念，三两个月的数据又怎能成为
言之凿凿的定论呢？

学者专家对概念可能较为执迷，而民众
讨论消费升降级，调侃也好、吐槽也罢，其实
并不是非要争出个子丑寅卯，而是在操心着
被各种附加成本折腾的小日子。再直白点
说，就是担心好不容易得来的美好生活会不
会被闻风而动的各种集群支出给“降级”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实在没必要花力
气讨论当下的消费究竟有没有降级，而应该
慎思于究竟哪些因素有可能让我们的消费
结构和消费水平出现被降级的隐患。比如
这些年，“房价较高致个人债务增长快，影响
个人消费”的说法一直盛行，被视为消费升
级迟滞的重要原因。这样的说法并非“一纸
荒唐言”。“一房毁所有”这话固然偏激，但在
房价连续多年上涨的情况下，房地产市场的

诡谲对消费生态的影响显然深刻而复杂得
多。

因此，尽管“消费降级”是个伪命题，但
不少消费者对“被降级”的担心，谁说不是扎
实对应着“被房子掏空”之类的忧虑？居民
杠杆率、居民新增贷款数、居民储蓄存款增
长与可支配收入之比……或明或暗的数字，
谁敢说与消费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尽管“消费降级”是个伪命题，但似乎不
会有人说消费者的“消费焦虑”也是一个伪
命题吧。个税征收机制的调整，社保基金未
来的保障水平，都关切着民众的消费层级和
水平。关注民生、保障就业以及形而下地增
加居民收入水平——开源节流地提升消费
者的购买力和市场获得感，这才是“消费降
级”舆情汹涌背后的真民意。

当我们在经济实用型日子里徜徉，莫非
就更贴近消费形态上的“诗与远方”？王者
归来的“康师傅”，何以解忧的“牛栏山”，不
过是公共舆论场的话题道具。唯一肯定的
是：民众唯有更有钱、更敢花钱，“消费降级”
的判断才会显得格外矫情而失当。

关注民生、保障就业以及形而下地增加居民收入水平——开源节流地提升消费者的购买力和市场获得感，这才是
“消费降级”舆情汹涌背后的真民意。

□陈广江

近日，有不少在上海求医的患者向
媒体反映，通过百度搜索“上海复旦大
学附属医院”，去了在搜索结果中排名
前列的“复大医院”就诊，花了大价钱看
病后，病却没见好，再去三甲医院复诊
后，得到的诊断结果与“复大医院”大相
径庭。9月8日晚，上海市工商局表示，
复大医院涉嫌虚假宣传，已对其立案调
查。

曾被千夫所指的医疗竞价广告“卷
土重来”，又一次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
戳脊梁骨。但事实上，“卷土重来”的说
法并不是很准确，因为医疗竞价广告从
未退场，只是手段更加隐蔽、套路更深
而已。

仅今年以来，百度就多次被媒体抓
了现行：今年4月，一篇名为《竞价医疗
广告转战移动端》的调查报道，直指百
度移动端与网站存在“双重标准”；5
月，新华社刊发《医疗竞价广告“卷土重
来”！公然把公立名牌医院搜索名称卖
了……》一文，再揭非法医疗竞价广告
种种套路；几天前，作家六六怒斥百度
和李彦宏，直言“百度都是骗子广告链
接”……

两年多前魏则西用生命换来了“魏
则西条款”，医疗信息的竞价排名模式
由此纳入医疗广告监管范围，但后来的
事实证明，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百度
等搜索引擎依旧与非法医疗机构沆瀣
一气。每次面对舆论危机，百度的应对
方式也很俗套，无非是道歉、整改、辩解
等，但风头一过即重操旧业。在六六怒
斥百度、复大医院事件中，百度同样故
技重施，道歉+整改，但现在已难以取
信于人。

百度等搜索公司之所以不顾形象
和吃相，与作恶的非法医疗机构狼狈为
奸，是因为医疗竞价广告是一块关乎企
业利润格局的“肥肉”。震惊全国的魏
则西事件曾倒逼百度转型，但“割肉”之
痛及新增长点的匮乏，使其已顾不上

“诗和远方”，只顾眼前的“苟且”，始终
不愿从非法医疗广告“黑产”中抽身。

监管体系的弊端乃至空白也给秉
性难改的搜索公司提供了可乘之机或
冒险的动力。说到底，罚得太轻，处罚
和利润不成比例，形不成威慑。在巨大
利益面前，与屡教不改的搜索公司和医
疗机构谈道德、讲责任，无异于与虎谋
皮。只有违法的成本远高于牟取的利
益，违法企业才会弯腰捡起已碎了一地
的节操。

（相关报道详见本报今日A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