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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
并非一成不
变，也并非一
旦“塑型”就
能 一 劳 永
逸。爱国主
义教育，不仅
仅是一种校
园教育、青少
年教育，而应
成为全民教
育、终身教
育。人生的
“第一粒扣
子”必须系到
位，未来之路
仍要不断地
“正衣冠”。

■热点快评

文┃ 陈江

陈 忠 实 的 小 说《白 鹿
原》俘获了无数人的心；吴
亦凡的歌曲《大碗宽面》是
传 唱 两 年 不 衰 的 打 榜 金
曲。试想一下，在白鹿原吃
上一回大碗宽面，会是怎样
一种美妙感觉？万万没想
到 ，这 碗 宽 面 竟 然 吃 成 了

“翻车”事故。
据澎湃新闻报道，2月27

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其在
白鹿原白鹿仓景区点了一份
大碗宽面，“15 块钱 4 根，刚
好盖住碗底。看这碗美得
很，哎呀，里头没货，这也太

坑人了吧！”视频发出后，引
起网友热议。

3 月 1 日，针对该事件，
白鹿原白鹿仓景区官方微
博发布致歉和处理公告，称
涉事商户确实存在“大碗面
分量不足”违规经营行为，
已责成涉事商户停业整顿，
调查结束后还将对其进行
严肃处理。

不少人听过这样的顺口
溜：“面条像裤带，碗盆难分
开……”提起陕西八大怪之
一的大碗宽面，很多人就会
想 起 上 述 两 句 。 大 碗 、实
惠、豪爽，向来是陕西大碗
宽面阐释的待客之道。这

种 面 条 ，展 现 关 中 粮 面 丰
盛、民风淳朴厚道，据说一
碗吃够，可撑数天，所以在
灾荒年代，许多逃难的百姓
靠它续命。可以说，大碗宽
面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
符号，是外地人对陕西地域
文化的认知之一。

15 块钱，只有 4 根！遇
到 这 事 ，对 陕 西 饮 食 文 化
怀有憧憬的游客自然会失
望 ，继 而 不 满 。 白 鹿 原 白
鹿仓景区因为“一碗宽面”
引发众议并上了热搜。这
不 仅 仅 是 一 碗 宽 面 的 事 ，
背 后 是 绕 不 过 去 的 老 话
题：景区物价。

景区物价高，收费不合
理 ，向 来 是 游 客 投 诉 的 焦
点。一瓶矿泉水 5 块钱、一
根玉米 8 块钱，一根香肠 15
元……从当年的山东青岛大
虾到东北雪乡的烤肠，景区
商 家“ 宰 ”起 人 来 没 商 量 。
以至于一些游客吐槽：看一
眼景区食物和商品的价格，
都会后悔身上的脚为什么
总是跑得比脑子快。

去景区玩，本来就是图
个开心。像白鹿原景区这
种 15 元 4 根面的行为，不应
止于景区的道歉表态，而该
拿出更为细致的整治措施，
让无良商家不敢再造次。

白鹿原的脸面，不该损于一碗宽面

文┃汤华臻

“处处有考点”“篇篇是论
文”……近期，重大历史题材影
视剧《觉醒年代》引发追剧热
潮，各大平台的评分着实亮眼。

《觉醒年代》，剧如其名，反
映的是1915年《新青年》杂志问
世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
间这段历史单元。彼时的中国，
内忧外患、动荡衰败、人心思变，

“两千五百年不变的车辙如何去
面对船坚炮利，只有一条路——
觉醒”。在这条觉醒之路上，有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风雷激
荡，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和革命青
年的苦苦探寻。这段思想启蒙
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探索救亡图
存之路的崭新开端。

对这段岁月，文献资料、课
本教材都有或详或略的记载。
对不少重点事件、重点人物事
迹，大家恐怕还都“背诵过”。

《觉醒年代》之所以引人入胜，
不仅在于将这段历史从文献课
本的字里行间，投映于屏幕之
上，更在于以“更精准、更生动、
更丰满、更立体”的创作手法，
为今人提供了一次与先辈隔空

“对话”的契机。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波澜

壮阔，有太多耐人寻味的动人
故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一百周年。《觉醒年代》超过3亿
的播放量开了一个好头，期待
能有更多经得起审视的优秀剧
集涌现，带领我们走进历史，感
知时代。

主旋律的
《觉醒年代》
为何能火出圈

文┃郑宇飞

百万中小学生本周迎来新学
期，今年恰逢建党百年，各校纷纷
将“开学第一课”的主题定为“翻
开厚重党史，澎湃爱国情怀”。“透
过历史眼眸，我们站在岁月肩膀
上远眺，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
代，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这
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中国
少年，顶天立地当自强！”校园里
孩子们清朗的诵读声，让这个早
春愈显生机盎然。

爱国，作为一种朴素的内心
情感，不仅是一国国民的道德本
分，也是国民教育的核心内容。
让孩子从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熏
陶，了解今日之富强大国，今日之
幸福生活所从何来，系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也是树立正确价值观
的重要一环。事实上，将中小学
生的“开学第一课”确定为“爱国
教育课”，是很多国家的传统，而
在各个领域、通过各种方式培养
人们对国家的认同，也已成为某
种共识性的操作。就中国而言，
浩繁文明卷帙，伟大复兴征程，都
是爱国主义教育最鲜活的素材。
引导广大中小学生熟悉红色历
史、丰富家国体认，也是在充实其
成长路上必不可少的养分。

爱国是具体的，价值观是有
形的。今日之中国，发展奇迹举
世瞩目，国民心态和精神面貌也
愈发自信成熟。尤其是年轻一
代，大多积极向上、乐观勇敢，既
有独立的生活态度，更有平视世
界的眼光。在很多重大事件中，
他们站在前面更“战”在前面。面
对风雨艰难，他们勇敢“逆行”、真
情奉献；面对错误言论，他们有理
有据、敢于亮剑；面对外部抹黑，
他们坚决回击，热血“出征”……
心中有祖国，肩上有担当，这一代
年轻人的主动作为，也折射着爱
国主义教育的成果。更多人特别
是青少年将个人理想熔铸进国家
发展进程，把自己对祖国的情感
体现于实际行动，国家富强、民族
复兴也就拥有源源不竭的动力。

但也要看到，主流之下并非
没有泥沙和杂音。在爱国主义成
为主流价值的今天，宣扬歪理邪
说、散播不当言论、造谣蛊惑舆论
的“毁三观”之人仍有不少。大家
敬仰戍边英雄，也有人阴阳怪气，
侮辱诋毁；大家为家国一心战疫
动容，也有人冷嘲热讽、坐地造
谣；大家为国家实力强盛自豪，也
有人恶言冷语、扯舌唱衰……这
些负能量满满之人中，亦不乏深
受党教育培养的党员干部、三尺

讲台上传道授业的高校教师，以
及拥趸众多颇具社会影响力的

“大V”“网红”。这种“逆流”常常
令人困惑，这些人从学生时代一
路走来，没少受爱国主义教育，方
方面面也充分享受着国家发展的
红利，为何最终思想“跑偏”、价值
观“塌方”？

事实证明，价值观并非一成
不变，也并非一旦“塑型”就能一
劳永逸。如果说一个人在学生时
代是“白纸好作图”，那么随着其
走向社会，不同的人生际遇、繁杂
的多元声音，都会对其认知判断
产生影响甚至污染，甚至会有败
类以“恨国”“黑国”牟取私利。从
这个意义上说，爱国主义教育，不
仅仅是一种校园教育、青少年教
育，而应成为全民教育、终身教
育。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必须系
到位，未来之路仍要不断地“正衣
冠”。而对一些人思想上的苗头
性问题，全社会都要时刻保持警
惕，既要对舆论场中的歪理邪说
依法予以坚决打击，也要充分营
造良好氛围，让心有正气者能够
理直气壮地说爱国、讲历史、谈理
想。当爱国主义教育形成长效机
制，成为精神领域中的一种“基础
建设”，才能长远立德树人，激扬
社会正能量。

“人不学，不知义”，这个道理
适用于所有人。当然，不同年龄阶
段的群体人生经历不同，生活方式
有异，获得信息的方式也不一样，
对爱国主义教育的共鸣点和触动
点也会有所差异。孩童通过做游
戏、听故事获得启蒙；年轻人喜欢
畅游网络，为“那兔那国”等新媒体
作品热泪盈眶；随着年龄增长，组
建家庭为人父母，可能还会以“大
手拉小手”的方式体味家国情怀；
而对于老年人来说，在志愿活动中
发挥热量，在传承家风中向下一代
人讲述历史，更易找到自己新的社
会角色……总之，在传播方式、学
习渠道参差多样的今天，爱国主义
教育也要守正创新。这个“正”，就
是坚持爱国之心不可动摇，将这一
主旋律贯穿各个方面；这个“新”，
就因人而异创新方式，丰富载体，
确保入脑入心。

回望沧桑岁月，从嘉兴南湖起
航的一叶红船，到领航中国行稳致
远的巍巍巨轮，这条崎岖壮丽之路
不仅是党的成长之路，更是全体中
国人共同奋斗之路。以党的百年
华诞为契机，全民参与党史学习，
全员接受爱国教育。赓续红色血
脉，砥砺奋斗精神，所有人与国家
同频共振，我们必将能携手走向一
个又一个新的胜利。

爱国主义教育是一场全民终身教育

3 月 3 日是全国爱
耳日，业内人士呼吁，
伴随老龄化进程，在关
注听障人群这个庞大
群体时，更要关注如何
保护好每个人的耳朵。

专家表示，为了保
护听力健康，使用耳机
应遵循“60-60”原则，
即用耳机时“音量开在
60%以下、使用时间不
超过60分钟”。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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