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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今年 8 月，82 岁的李凤
奎住进了运河区绿元尚邦
养老院。时间一长，老人们
都知道了他是一名退休的
大学英语老师。几个爱学习
的 老 人 一 商 量 ，组 成 一 个

“英语学习小组”去找李凤
奎学习英语。从此，英语为
老人们带来了不一样的精
彩生活。

（11月21日《沧州晚报》）

【留言板】

@馨雨飘扬：活到老，学
到老！

@有点意思：学习，什么
时候开始都不晚！

@热心读者程女士：老人
们比一些年轻人还有上进心！

@上一份日记：多可爱的
一群老头儿、老太太啊！

@彩虹堂的奇妙旅程：这
一群可爱的老人，是我学习的
榜样！

@雷霆之势：希望我老的
时候，身边也能有一群志同道
合的“老伙伴”陪伴！

@麦瑞妈妈：老年人在一
起，才有共同话题。

@走着吃：身边爱学习的
人多了，自然带动周围的人。

@成成小师斧：这比聚在一
起喝酒、吹牛、打麻将好多了。

@老叔叔：老有所乐！

@翠花儿：心不老，人就
不会老。

@公孙：实践证明，多用
脑，能延缓衰老。

@重新再来：老年人爱学
习，传递正能量！

骑车接儿子
把娃落路上

近日，广东佛山一位女子
骑电动车接儿子放学，然而没
等儿子坐上车，妈妈便骑车离
开，留下没追上车子一脸委屈
的儿子。女子发现孩子不见后，
急忙报警。所幸有好心人看到
孩子独自在路上，担心其安全，
收留了孩子并报警。

据@人民网

回音：一定要看护好孩子！

吃辣椒被呛
竟咳断肋骨

近日，上海的黄女士吃辣
椒被呛，咳嗽时用力过猛，突然
听到胸口一声响，接着说话和
呼吸都感到疼痛，于是去医院
就诊。经检查，她的 4根肋骨出
现了轻微骨折。医生分析，黄女
士太瘦，肋骨清晰可见，没有肌
肉支撑，会容易发生这种情
况。

据@山海视频

回音：所以减肥要适度。

点完龙虾做标记
上菜后发现被换

近日，江西吉安一女子在
某饭店就餐，点完龙虾后折断
了一小截龙虾腿藏了起来。当
店员把做熟的龙虾端上来时，
女子立刻发现和她点的龙虾不
一样，腿是完整的。面对女子的
质疑，店员辩称“这个龙虾和你
点的是一样的”。女子表示，每
次在这家店用餐，都感觉龙虾
不新鲜，因此当天在点龙虾的
时候留了心眼。

据齐鲁晚报

回音：对这样欺瞒顾客的
店，应该曝光。

从电梯广告、外墙墙体广
告，到停车泊位、公共配套设
施经营，再到快递柜、贩卖机
管理，随着社区公共区域收费
项目日渐多元，如今不少城市
小区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公共
收益。这笔资金怎么管理，又
该如何使用，是公众较为关心

的话题。
作为服务方，物业服务

企业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
主动、定期公开小区公共收
益的来源、数额、使用去向
等情况，以更好维护业主合
法权益。

据《人民日报》

小区公共收益
应是一笔明白账

“天已经漆黑，一个 15岁的
小女孩，脸上挂着稚嫩单纯的微
笑，每天晚上却要靠捡瓶子卖钱
交学费……”最近，自媒体博主

“笑宝来也”在多个平台上同步
发布了这样一个视频，并配文

“如果你有这么懂事的女儿，一
定会很幸福吧”。

（据11月29日澎湃新闻）

这个看起来“悲苦”的视频，
在网上播放量惊人。众多网友被
打动，直呼“看了真心酸”“天下
还是好人多”。然而，尴尬的一幕
出现了：11 月 27 日，经媒体核
实，视频中的女孩家住四川省凉
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牛牛坝镇。
女孩的姐姐表示，“视频拍摄者
给了妹妹100元钱和一些饮料，
视频内容都是对方教的，现实里
没有捡垃圾挣学费这回事。”

原来，这一切都是套路，是
一场表演。在这个表演里，拍摄
者即便不是捏造，但至少也夸大
了小女孩的困境，比如捡垃圾交
学费。这让女孩的老师都坐不住

了。女孩的老师说，现在根本不
用交学费，而且女孩平时住校，
也不可能去捡瓶子。当地有关部
门还去拍摄了女孩家的状况，至
少从镜头里看，不像是十分贫困
的样子。

包装苦难、渲染悲情，其实
这种套路人们也不陌生了，不过
是配脚本的短视频，用以赚取流
量。以凉山为例，此前就曾出过
一系列类似的虚假短视频。

早在 2016 年，就有媒体报
道，有网络主播在大凉山做公益
时“表演发钱”，直播结束就收回

“善款”，事后两位主播被批捕；
2022年，有人在短视频平台发布

一条“父亲死了母亲改嫁，孤儿
冬天穿拖鞋在地里收玉米”的视
频，经核实是故意摆拍……可以
说，在凉山拍摄虚假的苦情短视
频，几乎快成为一种“产业”了。

这种表演的破坏性是毋庸
置疑的，不仅伤害当事人、影响
当地形象，而且会消费人们的爱
心。“故事”一次次被拆穿后，网
友的神经也会日渐麻木。大家的
爱心疲惫，就会产生了“狼来了”
效应，不再信任网络平台的求
助，哪怕是真实的，也会本能地
产生怀疑。长此以往，真正有需
要的人可能就得不到帮助，公共
慈善事业也可能大受影响。

所以，对于类似摆拍、设计
的苦情短视频应当重点监管。相
关部门应加大核实力度，如确系
伪造应及时作出回应并对拍摄
者严肃处理。同时，视频平台也
不能置身事外，应当尽到充分的
提示和审核义务，比如在显著位
置告知视频发布者类似视频的
风险所在，并在视频产生围观之
后及时跟进审核。

爱心，是一个社会宝贵的资
源和财富，它不容被虚假的故事

“消费”，更不能被流量“绑架”。
须知，爱心是无价的，同时也是
个易碎品，经不起反复折腾，我
们应当呵护好它。

爱心，不能被流量“绑架”
夏 研

82岁英语老师和他的“老学生”们

你有多久没见过快递员上
门了？

近日，国家邮政局发布《快
递服务》国家标准（征求意见
稿），其中，“快递服务主体应对
上门投递快件提供至少 2 次免
费投递”等字眼备受关注。这有
助于明确快递公司责任，解决消
费者痛点。

不过，也有网友担忧：“上门
配送必然降低效率，快递员收入
微薄，执行层面是否存在困难？”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考虑到如今
电商竞争激烈，“小件包邮”似乎
已成惯例，在这种情况下收费，
消费者难保不会敏感。再者，要
求送件上门，快递员也大多不情
不愿，特别是配送不便的偏远乡
镇地区，仅仅依靠规定，实际效
果难免要打折扣。

目前，新国标尚在征询意见
阶段，部分细节仍有待讨论。广
泛考虑现实困难，继续推动网点
建设，才能真正优化用户体验。

快递上门究竟难在哪
张宇驰

近日，河南一所小学门口售
卖圆珠笔刀，引得小学生趋之若
鹜。从外观上看，圆珠笔刀与普
通圆珠笔无异，但当其中一端的
笔帽被拔下后，露出了一把约成
人食指长度的小刀。

所谓圆珠笔刀，最初的定位
乃是“防身笔”“多功能笔”，其目
标客户人群也并不是涉世未深
的学生们。然而，文具店店主们
迅速察觉到了其中的商机，一番
试水下来，“笔刀”还真就在学生
们中间行销大卖。此类商品，完

美契合了男孩们“扮酷”“装狠”
“小大人”的隐秘内心。

很多学生购买圆珠笔刀，并
非出于恶意，而更多仅仅是跟风
从众，“别人有的我也有”“别人
敢的我也敢”。可就算如此，“笔
刀”在其间的流行，依旧隐患重
重。

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少年们能
够拒绝诱惑，而只能多些主动作
为，尽可能净化校园周边的商业
生态。在学生和那个“小江湖”之
间，建构起必要的安全防护之网。

“笔里藏刀”不安全
蒋璟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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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银鹤老年公寓（运河区中心敬老院）河北省“敬老文明号”单位
河北省“爱心护理”示范单位

乘车路线：市内乘10路、29路，银鹤老年公寓（恒大城站） 咨询电话：0317-2157899、13903178393
招收自理、半自理、全护理老人。 常年招聘护理员

花园式四合院，平房结构，交通便利，服务一流，集居住、医疗、康复、护理、休闲文化娱乐于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