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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彬

高考还有两个多月就要
来临，被称作“聪明药”的利
他林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但
它并不能让人更聪明。

据 财 新 传 媒 报 道 ，近
日，在不同网络平台上，多
个关于利他林的帖子被再
次挖出，此前分享用药体验
的人更多提到的是副作用：
心跳加速、抑郁、心慌、烦
躁。“聪明药”在中国属于第
一类精神药品，被严格管
制，但在网络上仍有隐蔽销

售，难以根除。
对于利他林的不良反

应，一些网友选择忽视，仿
佛找到学习的终极法宝一
般，将注意力集中在传闻中
的益智效果上。某论坛上，
相关帖子的评论区俨然成
为一个小型交易市场，不断
有用户求问买药渠道，有求
则必应。

利他林的主要成分是哌
醋甲酯，常见商品名包括利
他林、专注达等。哌醋甲酯
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兴奋
剂，在药效内，服用者的注

意力提升、疲劳感下降。然
而，北京高新医院主任医师
徐杰向媒体称：哌醋甲酯的
作用机制与冰毒的主要成
分苯丙胺（又名安非他命）
类似，在大剂量服用时可能
成瘾，但药效较弱，“到我们

这儿戒毒的，有一成左右是
利他林服用者。超过一半
都是从‘聪明药’开始的，最
后变成了麻古、冰毒成瘾
者”。

如此看，聪明药的滥用
和吸食毒品，竟然只有一步

之遥。然而，社会却容易低
估其危害，部分网友在相关
新闻下的评论居然是：“西方
孩子吃了多年，为什么我们
就不能吃？”这种糊涂思想颇
有市场，让人背后发凉。

对于中国这种非常关注
孩子学习成绩的国家来说，
很多家庭对“聪明药”几乎
不设防，如果不能充分揭示
其危害性，将来的惨痛后果
难以预料。

不能听任“聪明药”把孩
子毁在起跑线上，社会要提
升对它的防御级别。“聪明

药”作为精神类药物，必须受
到严格管控。网络违法交易
必须严格封杀，不能够再听
之任之。此外，还有一些家
长耍小聪明跑到医院的心理
科、神经内科，谎称孩子“有
多动症”“注意障碍”，以便骗
开“聪明药”，这样的制度漏
洞也必须堵上。

用“聪明药”“骗”来的成
绩不属于自己，但用“聪明
药”把孩子推进火坑里，苦果
却要自己来承担，家长一定
要抵御住诱惑，别让孩子走
上滥用药物的不归路。

考试靠“聪明药”？别把孩子推进毒品火坑

□孟然

昨天，有媒体刊发报道
《培养出18位博士硕士“状元
村”，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
引发热议。

报道说，作为远近闻名
的“状元村”，山东泰山脚下
的洼里村40年来走出了9位
博士、9 位硕士以及将近 60
个大学生。然而，这些在城
里做了教授、公务员的“状
元”，却无法反哺更多，也无
力阻止故乡的空心化。

因为贫穷，父母就把一
切希望寄托于孩子上学、考
学，在所不惜；最终在城市里
扎根的孩子，同样承受着不
小的压力，对父母堪能照应，
对家乡则难以顾及——洼里
村的故事，在山东以及全国
很多地方都在上演。

那些“衣锦还乡、给乡亲
分红包盖别墅、让故乡一夜
之间旧貌换新颜”的故事，只
有极少数。对绝大多数“第
一代移民”来说，在城市里扎
根、抚育后代，已经耗尽几乎
所有力气。

然而，在这篇文章的留

言区，不乏一些冷嘲热讽：
“一百个博士硕士不及一个
衣锦还乡的企业家！”“教书
不育人，这么多博士硕士就
不能出钱出力改变家乡的状
况吗？”

其实，不少通过求学之
路改变身份的“城市第一代
移民”，所从事的职业无非是
公务员、高校老师、企事业单
位专业人员等。这些职业意
味着，他们很难大富大贵，难
以成为“马云”，难有余力回
报家乡。但不可否认，这种
稳定感为他们摆脱了儿时贫
困带来的那种不安。他们靠
读书走出乡村，用工作建立
自信，一步一个脚印地踩出
人生的方向——教育能够如
此重塑一个人，足矣。

人的成长背景、见识可能
千差万别，但理性思考的能力
却是互通的。对于没有背景、
没有指路人、没有依靠的农村

“漂一代”来说，在能力范围内
选择最有把握的人生道路，让
未来稳定地向上延伸，是他们
做出的理性抉择。城里娃都
在拼“起跑线”，而农村娃要到
达别人的起跑线可能需要先
翻越一座山。

家乡的父母乡亲们或许
不懂，孩子在城里的工作到
底是干啥的、有啥用。但对
于他们自己而言，在求学和
工作中，不断发现自我价值、
不断挖掘自身潜能，这就是
读书带给他们的人生蜕变。

对此，没有人有资格站
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批评他

们对故乡的“无能为力”。他
们更不必接受人们阴阳怪气
的嘲讽——“读了博士能怎
样？”读了博士是不会怎样，
但高等教育首先教会人们
的，是对自己负责，是更独立
的人格和思维。

在情感上，他们有改变
故乡的愿望，他们或许比任
何人都希望自己能“出把
力”，但这并不是他们的必尽
的责任和义务。

他们在城市里贡献着自
己的专业技能，同样，“乡村
振兴”也应该由专业的人来
完成——是建立更集约更高
效的现代农业；是更多高新
技术企业去深耕农村这片沃
土；是用高速信息传播和开
放的市场，把农产品纳入“大
流通”；是用更好的待遇和更
广的前景去吸引“新农民”。

这些“农事”对村里走出
的“状元们”来说，并非所长，
也贡献不了太多。但他们在
城市里扎根，却给了乡村发
展的一种信心和力量：努力
与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不只是个人的，也可以是整
个贫困人群的。

培养18位硕博的“状元村”，该靠“状元”振兴吗？

□岑夫子

“一直盯着手机不理
伴侣算家暴”。近日，一则
报道引起舆论对家庭暴力
范围的讨论。

文章出自对广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一位庭长的采
访。原文表达的意思是，
家暴也包括冷暴力，夫妻
一方“一直盯着手机都不
跟对方聊两句，相互不理
睬”“回娘家一年半载都没
有联系”以及因长时间不
沟通、故意疏远造成精神
伤害的冷暴力现象，集中
发生于年轻夫妇群体，需
特别警惕。

应该说，这篇文章的
表述是比较严谨的，但在
传播过程中被简化为“只
看手机不理伴侣是家暴”
的感性表达。

其实，冷暴力是否属
于家暴，在法律层面一直
有争议。

根据《反家庭暴力法》
第二条的规定，家庭暴力
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
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
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
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
神等侵害行为。

有人主张，该条中第
一个“等”字为兜底性条
款，为冷暴力等没有明确
列举的行为预留了空间。

这 种 主 张 虽 不 无 道
理 ，但 存 在 一 定 的 片 面
性。一般认为，法律条文
中“等”字省略的内容应是
与其邻近的内容，遵循“同
质”原则。而“等”字之前
列举的是殴打、捆绑等方
式，因此“等”字隐含的也
应是类似的行为。

近日，湖南省在审议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办法
（草案·二次审议稿）》时，
有人提议在家暴的定义中
增加冷暴力。但湖南省人
大法制委研究认为，“冷暴
力表现形式复杂多样，很
难界定其具体的行为模
式，且上位法也无类似规
定”。

生活中，我们可以感
性地认为“一直盯着手机
看不理伴侣”的行为是一
种冷暴力，进而是一种家
暴。但在法律上，认定为
家暴意味着相关司法程序
的启动乃至法律责任的承
担，必须严格遵循法律规
定和法律解释规则，应当
涤除生活化的语言和情绪
化的表达。

“一直盯着手机看，不
理伴侣算家暴”的误解，会
造成家暴概念的泛化。家
暴可能会沦为一个筐，夫
妻间的任何纠纷都往里面
装，这反而消解了法律上
家暴的严肃性以及家暴行
为本身的严重性。

生活中，夫妻一方因
感情不和，以长期不理睬
的方式造成另一方严重精
神伤害的，法官可以根据
个案情况发挥自由裁量
权，认定为家庭暴力，但
必须根据感情基础、发生
原因、持续时间、精神损
害严重程度等因素综合认
定。

无论如何，“盯着手机
不理伴侣算家暴”有些言
重了。在法律层面定义相
对明晰的背景下，家暴概
念外延的伸缩空间注定也
有限。

“盯着手机不理伴侣算家暴”
莫把法律概念扩大化

“聪明药”在中国属于精神药品，具有成瘾性，
并不能让人更聪明。家长一定要抵御住诱惑，别
让孩子走上滥用药物的不归路。

城里娃都在拼“起跑线”，农村娃要到达别人
的起跑线可能需要先翻越一座山。在情感上，“状
元们”或许比任何人都希望自己能为家乡“出把
力”，但这并不是他们的必尽的责任和义务。

家暴可能会沦为一个筐，夫妻间的任何纠
纷都往里面装，这反而消解了法律上家暴的严
肃性以及家暴行为本身的严重性。

租个对象见父母。近年来，各类租友网站、App兴起，成为社交新渠道和不少单身男女应对父母催婚的“神器”。
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租友平台运营过程中存在个人信息泄露、暗藏色情服务、引发财物纠纷等问题，饱受争议

并存在诸多法律风险。 新华社发

陷阱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