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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车险
可出各种车辆保险，代理人保、太平洋、中

华、国任、华泰等多家车辆保险业务，价格优惠，
兼办验车服务。电话（微信）：13832738807

村里的“歪子”出了名。
up主“衣戈猜想”发布的一

则《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
精神内耗》视频在网络上被疯
转，截至发稿，在 b 站上已有
3634万的播放量。

视频用幽默旁白解构着“二
舅”的一生，从年轻时“呆坐在天
井里观天，像一只大号的青蛙”，
到给女儿在县城买了房，再到
66岁的“二舅”用三轮车载着 88
岁的母亲出门做木工。在意外残
障后努力活着的“二舅”引发网
友的共鸣，纷纷刷起“敬二舅”的
弹幕。

漩涡中心的“二舅”未曾公
开发声，up 主“衣戈猜想”回应
称，这几天知道二舅的人太多，
多到让自己有些不安。他不希望
二舅被过多打扰，已经让二舅的
女儿宁宁将二舅和姥姥从村里
接走，理由解释说“宁宁想他们
了”，他们还挺开心。

7月30日，记者来到“二舅”
居住的村庄，村里路上有一些外
地人慕名而来。

“二舅”家的门前依旧静悄
悄的，停着他的三轮车。外来人
都知道“二舅”现在不在家，他们
多数是各媒体的记者，也有人说
不出身份，语焉不详“就是来看
看”。

“二舅”与他的村庄

视频带火了“二舅”，他自己
却“没什么感觉”。“衣戈猜想”给
他打了好几次电话，告诉他他现
在很火，可“热搜”“排行榜”这些
他都听不懂。

村里的人也听不懂这些新
名词。消息传得很快，这两天，村
里人都知道“歪子”出名了，但不
知道他为什么出了名。

这座大山深处的村子里，69

岁以下的人都可以称为“年轻
人”，很多人用的是“老年机”。他
们没有看过“歪子”爆火的视频，
也忘了从哪听来的消息，只知道
他现在叫“二舅”。

平日里，有人叫他“歪子”，
有人叫他“老歪”，他在家排行第
二，也有人叫他“二歪子”，但很
少有人叫他的真名。

他的邻居是一位 70岁的女
人，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看过“二
舅”出名的视频。她只知道“歪
子”这两天不在家，不知道他去
了哪里。她笑着抱怨：“门锁给我
修了一半就跑了，找不见人了。”

“你在哪里看到他的视频
的，春晚上吗？”村里一位年过
60 的干部问道。他有些不理解

“歪子”为什么走了：“把视频发
到网上去火了，这是好事儿啊，
自己躲起来干什么？”

村里花椒漫山遍野

“二舅”住的村子，是一座大

山里的村庄，从市里驱车 30余
公里，一路平坦却崎岖。

这里缺水，没有现代的灌
溉技术，种地主要是“靠天吃
饭”。走在村里的路上，会遇到
三三两两的村民扛着锄头，去
到地里。

村里人几乎不种粮食作物，
只种点玉米，够自己家里人吃
就行了。这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是
种植花椒，从大规模种植到现
在，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

不止在地里，每户人家房前
屋后，都种着花椒树。

中午，有村民在自己屋前收
拾着上午摘下的花椒。村民上午
摘了三棵树的花椒，一簸箕十几
斤的重量。每四斤花椒能晒出一
斤干花椒，收购价格大概在 20
余元。他估算，这筐花椒卖不到
百元。

这里是一座“历史文化名
村”，大大的招牌挂在村口，有村
民骄傲地说，自己家的房子是洪
武年间建成的，有三四百年的历

史，最早要追溯到明朝去。
村庄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年

轻人了。有村民形容留下的人是
“老弱病残”。户籍在村庄的有
700 多人，居住在这里的只有
100多人。年轻人都在县上或市
里打工，走得远些的，会到北京、
湖北、湖南等外省。

有老人 83 岁，还每天拿着
锄头下地干活儿。每年，每家种
植的菜大多只够家里吃两三个
月，多数时候还要到隔壁村子的
菜场买菜，日子过得并不富裕。

村里干部说，由于地理位置
等原因，这个村庄可以算是市里
最穷的村子。

好人“二舅”

“歪子”的腿没法去地里干
活儿，也摘不了花椒。以前，他靠
做木工维生，有村民说，近年活
儿少了，他日子也不好过，小物
件大家都在网上买，要修的东西
也不多了。

邻居眼里的“歪子”很聪明，
木工也会，电工也会，安门锁也
会，好像什么都能找他修一修。

在村里，他修些小物件不要
钱，村民们觉得这在村里是“很
正常的一件事”。

他的邻居有时会塞钱给他，
他会推脱，有时给几十块钱，有
时给包烟。“他烟瘾大得很，一天
能抽两盒。”

并不是所有村民都和“二
舅”来往密切。

好几位村民对“歪子”的印
象是“知道有这么个人，但是不
熟”。

“歪子么，那咋不认得？”隔
壁村的村民说。提到“二舅”，村
民有些茫然，说起“她哥”，村民
恍然大悟。“二舅”的妹妹嫁到了
隔壁村，“二舅”有时去看妹妹，
会帮着其他村民做活儿。

“他过得不容易。”这位村民
说道。提到“歪子”，几个村民在
一起议论，他们说，他是个好人。

“二舅”家里有五个兄弟姐
妹，大哥住在村里，三弟在外务
工，一个妹妹嫁到了隔壁的村
子。“二舅”的妈妈在子女家轮着
住，每家住一个月左右。但她更
喜欢在“二舅”家里住，住得就多
些。

邻居解释，因为村里的人都
要去地里做农活儿，“歪子”腿不
好，做不了，在家的时间多些，对
母亲的陪伴也更多。

因为身体，“二舅”说不上媳
妇，领养了女儿宁宁。今年 66岁
的他，在亲近的人眼里随和、爱
开玩笑，邻居笑他“不说人话”。
平时，她常说“你个老歪子”，“二
舅”笑呵呵的，也不生气。

邻居惦记着自己修了一半
的门，“不知道老歪子啥时候回
来，门还没给我修好呢。”

据九派新闻

“二舅”走红后悄悄离开村庄
邻居的门锁修了一半，村里人都知道“歪子”出名了

伴随牙齿矫正市场增长，问
题也逐渐显现。广告数量多，内
容上一面制造容貌焦虑，一面以
免费、低价为噱头诱导消费者，
有的甚至还是变相的网贷。规范
正畸市场，需要加强行业自律和
监管，消费者也应认识到牙齿矫
正是医疗行为，而非美容行为，
应谨慎对待。

边制造容貌焦虑，
边发布诱导性广告

18岁的张晓棠今年刚高考
完，即将进入大学学习播音主持
专业。由于一直对自己外翻的虎
牙耿耿于怀，经父母同意后，她
选择在暑期戴上隐形牙套，矫正
牙齿。

张晓棠告诉记者，她在浏览
网页时经常看到牙齿矫正广告，
比如“沈阳整牙人必看，暑期特
惠来了”“换头式整牙”“最佳正
畸是几岁，错过还有救吗”等等，

“越看越焦虑，也越想尽快矫
正”。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由于
潜在需求者多且牙齿矫正价格
不菲，一些商家一面夸大正畸效

果或制造容貌焦虑，一面打出
“免费试戴”“公益补贴”的幌子，
吸引消费者。但是动辄成千上万
元的牙齿矫正项目，真能便宜卖
吗，试戴意义何在？

记者尝试联系了一家声称
“招募 100名牙齿不齐者，免费
试戴隐形牙套”的正畸机构，但
对方告知，“隐形牙套并非完全
免费，后续出方案后，要在指定
金融机构分期支付费用。”另一
家声称“7 天快速整牙”的商家
告诉记者，公益组织承担了大部
分矫正费用，消费者只需支付一
小部分。记者进一步追问消费者
需具体支付多少，对方称，“3000
元至6000元”。

沈阳某专科三级医院正畸
科主任医师王继荣在记者采访
中指出，对于有牙齿矫正需求的
人群来说，隐形牙套试戴几乎没
有任何意义，牙套设计需要针对
不同的牙齿矫正需求，并不能通
用。

“此外，一般的牙齿矫正费
用为6000元至3万元，商家以公
益补贴作为宣传，可信度不高。”
王继荣说，牙齿美容不是兜底保
障类项目，少有公益组织提供援
助。他还表示，分期支付针对的

是没有收入的青年学生，本质是
诱导消费，还有部分广告其实是
变相的网贷。

矫正不当可导致
牙齿松动等损伤

经过前期拔牙、制作模型、
确定方案，张晓棠拿到了隐形牙
套。按照她的矫正方案，需要更
换 50副牙套，为期将近一年，价
格2万元。

沈阳市于洪区一家小型口
腔诊所经营者赵明晗告诉记者，
牙齿正畸周期较长，牙医需要检
查、确诊、测数据、出方案、治疗、
定期复查，因此 7天快速整牙并
不现实，“需要少则几个月，多则
一年以上。”

赵明晗表示，从价格看，目
前市面上的牙套分为钢丝牙套
和隐形牙套，钢丝牙套价格在 1
万元至 3万元，隐形牙套国产品
牌要 2万元至 3万元，进口品牌
4万元至 5万元，这些费用几乎
一半流向材料供应商，一半用来
聘用专业医师。

“一些商家声称低价整牙，
目的是先引流，成为客户后再通

过各种隐形消费实现加价。”赵
明晗说，此外，从业人员资质也
是该行业值得关注的问题。

据了解，口腔医疗是一项
严谨、精细的医疗行为，从业人
员必须经过不少于 5年系统、正
规的口腔医学专业教育，并在
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实习满
一年，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
并在有资质的口腔医疗机构注
册后，方能在注册地点独立从
事相应类别的口腔医疗工作。

“但是一些医美机构聘请的人
员资质或资历不足，因此以低
价方式扰乱市场。”赵明晗告诉
记者。

“消费者对口腔等改善型医
疗有需求是正常的，但是在商家
广告诱导下，目前的正畸市场存
在过度医疗情况。”王继荣说，儿
童过早矫正会影响乳牙发育和
恒牙替换，青少年会导致牙松
动、牙神经坏死、骨开窗开裂等
不可逆损伤。

牙齿矫正是医疗
行为，而非美容行为

针对目前正畸行业存在的

乱象，王继荣表示，从长远来看，
应该引导和培养更多的正畸科
医生，同时加大科研投入，研发
更多中国制造的物美价廉的“牙
套”，降低行业材料成本，让真正
有需求的人能消费得起。另一方
面，应该加强行业自律以及市场
监管。

去年 8月 1日，中华口腔医
学会发布关于坚决抵制口腔医
疗美容乱象的声明，表示成立
口腔医疗美容相关组织，对造
成口腔医疗美容乱象的潜在因
素加强行业监督。今年 3月，国
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开展 2022
年度全国民营医院专项巡查行
动的通知》，要求自 2022年 3月
起，组织开展为期一年的全国
民营医院专项巡查行动，引导
医院端正办医理念、规范执业
行为，严厉打击漠视和损害人
民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
为。

王继荣提醒说，牙齿矫正是
医疗行为，不是美容行为，消费
者避免自行网购牙套，应该在正
规口腔医院检查和矫正。“消费
者、经营者和监管者共同努力，
才能给口腔正畸行业‘正畸’。”

据《工人日报》

一面制造容貌焦虑，一面以免费、低价为噱头诱导人——

牙齿正畸套路多

““二舅二舅””家门前停着他的三轮车家门前停着他的三轮车。。视频中的视频中的““二舅二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