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拿功利“空头支票”消费童心
□ 舒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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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过度依赖房地产最终会付出代价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

清表示，当前房地产过度金融化，居民负债率

占相当大的比例，甚至一半投资都投入到房地

产市场。郭树清说，历史证明，如果过度地依

赖房地产最终会付出代价。“不同地区的房价

有低也有高，但如果你买了一套房子，只用于

投资或者投机，那就是水泥和砖头。要防止房

地产的投资行为。” @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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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苑广阔

别让“伪精致”掏空了年轻人

时事乱炖

“假精致”，指的是当下一些年轻

人超越自身实际、过度追逐所谓“品质

生活”导致的预消费、高消费，被无孔

不入的“精致”透支钱包，掏空身心，侵

蚀灵魂。这其中，还包含着消费主义

下欲望与现实的矛盾。最近，《半月

谈》刊文批评了这一现象，众多公号转

载，朋友圈被“假精致”这个热词刷了

屏。（6月13日《钱江晚报》）

一些年轻人的“品质生活”是怎

么维持的？很简单，那就是透支、借

贷，以及由此导致的“零积蓄”“负积

蓄”。而他们表面维持的精致生活

背后，却是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的

寒酸与窘迫，甚至很多人到了月底

发工资前的日子，只能以泡面、面包

来充饥。

真的值得吗？这种寅吃卯粮，

完全没有积蓄的日子，哪怕生活稍

微有点风吹草动，可能就会成为压

垮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让自己陷

入完全被动无助的境地。比如突然

被单位辞退而失业，比如父母突然

生病需要自己经济上的支援等等。

那时候再想起自己的“伪精致”生

活，剩下的恐怕只有内心的煎熬与

无限的后悔了，也断然想不起来朋

友圈的评论和点赞了。

“伪精致”在年轻人当中的盛行，

和两个方面的原因有关：一是信用透

支被热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觉得花

明天的钱过今天的日子是一种时尚，

一种潮流。二是消费主义的泛滥。当

咖啡店为了抢一个猫爪杯而上演全武

行，当服装店为了争抢一件联名 T 恤

而挤破头，寄寓其间的消费主义，显然

早已超越经济学的消费概念，而成为

社会文化的一种思潮，沦为了为了消

费而消费，为了炫耀而消费，为了面子

而消费。

尽管我们知道没有一定的物质

基础，也就难言美满的生活状态，但

是真正精致的生活，绝对不是物质的

简单堆砌，当然更不是“打肿脸充胖

子”式的“伪精致”，而是在具备基本

物质条件的前提下，拥有内心的丰盈

与充实，对生活发自内心的热爱。对

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抛弃“伪精

致”，做真实的自己，不要在本该奋斗

的年龄却提前享受起了人生，才是一

种积极、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和人

生哲学。

推广普通话
别忽略农民工群体

热点冷评

□ 吴彩霞

微声音

研究：人每周摄入约2000颗塑料微粒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一项最新研究称，

人类每人每周平均会摄入约2000颗塑料微粒，

相当于一张信用卡的大小。塑料已经通过食

物、水甚至空气进入人体，饮用水是最大来源，

长期饮用瓶装水的人塑料摄入量会比饮用自

来水者高很多。 @生命时报

一次面试花费数千元，往返某外

省市电视台排练请假一个月，参加一

次演出耗资数万元。女孩欣欣的家长

为其参加面试更是花费超过 10 万

元。随着各类综艺娱乐节目的热播，

越来越多的小演员、小主持人进入大

众视野，与之相伴“生长”的，是长期鱼

龙混杂的“童星经纪公司”。法官、律

师建议家长“认清现实”。（6月13日

《中国青年报》）

事实上，一些影视台和“造星公

司”并不是真正为儿童的未来考虑，更

多的是出于为自身利益考量。很多儿

童选秀节目其初衷并不是为了丰富儿

童的生活、给予儿童自我成长的舞台，

而是收视率、利益牟取和造星神话综

合驱动下的成人利润盛宴。

值得深思的是，一些孩子的父

母竟然成为消费童真、娱乐童年的

急先锋。在多数“造星”选秀之类的

节目中，孩子们游戏般的竞争，演绎

成了父母之间名与利的拼斗，从家

庭 成 员 的 支 持 演 化 成 了 地 区 间 的

“刷票”竞争。台上的孩子成了为对

垒利益集团斗智斗勇的棋子，越来

越多的本不该属于孩子空间的“美

丽”妖魔，就这样占据了他们的生

活。“造星”“选秀”逐渐成为家长

们为孩子铺就通向成功的阶梯，而

背后呈现的却是家长们自己对荣誉

和利益的渴望与满足。尤其是“造

星”“选秀”已经成为利益集团收益

的保证，背后折射出的是社会人性

的淡薄与金钱至上理念的凸显。“选

秀”成为平凡家庭儿童受到众人关

注的另类方式，背后流露的是人类

心灵的浮躁与社会道德的缺失。

纯真是儿童最宝贵的财富，童心

是孩子人生的本色和底色。社会各界

需要有一种敬畏童真的心态，珍视童

年期对于儿童生命历程的意义，别只

是为了满足影视部门利益、家长自己

的虚幻梦想和成就感，让无谓的功利

性“空头支票”兑换童真、消费童心。

要给儿童以人权意义上的基本尊重，

还童年一个自然成长的状态，宁可少

造一些拔苗助长的“童星”，也要多留

给孩子们一些“童心”。毕竟人生不会

拥有两次童年，童心一旦遗失便再也

难以找回来了。

普通话是一个人的语言能力，近日，一项调

查表明，普通话能力对农民工工资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会随着其普通话能力

的提升而提升。不仅如此，普通话的使用程度以

及熟练程度，直接影响到农民工正当权益维护以

及农民工城镇化进程。（6月13日《工人日报》）

长期以来，农民工都是普通话推广和使用最

容易忽略的群体。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一

方面农民工从事的工作大多是体力劳动，比较辛

苦，平时工作负担重，压力大，时间紧，没有多少

时间去学习普通话，导致这一群体在推广普通话

过程中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对象。另一方面，农民

工对普通话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也缺乏学习的兴

趣。这种现象不仅严重制约着农民工的沟通和

交流，给工作带来很大不便，甚至严重影响着农

民工城镇化水平。

事实也证明，普通话能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工

资。普通话能力对农民工工资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会随着其普通话能力的

提升而提升。这就需要加强对农民工的普通话

培训，补上这个语言上的城乡差距。

一方面，加强进城农民工普通话教育和培

训，比如，可以在城市开展普通话免费公开课，吸

引农民工参与，可以以企业为单位，利用农民工

夜校等形式，在企业和工地开展普通话教育，让

普通话培训进企业进工地。又比如，可以在薪资

待遇和职业前景设计等方面，对使用普通话的农

民工进行倾斜，引导和激发农民工自觉注重普通

话学习。

另一方面，加强对乡村中小学生的普通话教

育，让普通话成为校园内的主流语言，确保农村

学生从小熟练掌握普通话，为未来融入城市，提

升城镇化水平，打下语言基础。

普通话作为我国的官方语言，其标准的发

音，不仅是对汉语言纯正的维护，也是对文化的

有效保护和传承，可以说，普通话不只是一种交

流的语言，还有着巨大的文化意义和深远价值。

因此，推广普通话应该全民化，自然不能忽略农

民工这个群体。让掌握普通话成为农民工的必

备技能和交流素养。

“摘星星”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