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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弹评

“裸体阅读”是对文化的亵渎
文 / 刘剑飞
近日，南京一家书店在店堂内举

办“裸体阅读”图片展。图片主角是
两名长发裸体女子，她们在书店内“裸
体阅读”，用书遮住敏感部位。此举
一出，引发广泛争议。不知道进书
店到底是为了看书还是看裸体？（10
月 22 日《华西都市报》）

真搞不明白，这家书店举办
这样的“裸体阅读”究竟想表达
什么，是为了吸引眼球，还是为
了提升书店的知名度，但不管是
出于何种目的，在书店这样的文
化之地搞这样低俗的活动，都是
对文化的一种亵渎。

每逢商家促销，总会请来一
些美女助阵，渲染气氛，吸引眼球，
但近些年，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
激烈，一些商家在促销时，打法
律擦边球，挖空心思，一味地追
求眼球效应，打着产品促销和行
为艺术的幌子，不惜践踏道德底
线，背离社会文明，采用一些低
俗的方法吸引眼球，于是车展上，
车模的袒胸露乳，频频“走光”，
让无数人面红耳赤，如今，南京
这家书店举行的“裸体阅读”图

片展更是将商家的低俗营销演绎
到了极致。

更有甚者，就连一些地方的乡
村集会上也会出现一些脱衣舞之类
的色情表演，而近年来，媒体频频
爆出的处女采茶，裸体彩绘等这些
毫无底线的低俗化营销手段，也在
一次次挑战着公众的神经，践踏着
社会的道德和文明底线，这种以裸
露身体吸引眼球的营销方式是色情
还是艺术，是低俗还是高尚，一直
是社会公众争议的焦点。

商家营销低俗化暴露出商家
在产品营销中缺乏创新意识，频
频出位的营销方式虽然能一时吸
引公众的眼球，但并不能带来长
久的营销效果，相反，随着人们
对这种毫无创意的涉嫌低俗的营
销手段反应麻木和应对疲劳的增
加，这种营销方式的生命力和效
果就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稍
有不慎，这种以露为主的挑战公
序良俗促销噱头都会引起公众的
反感和抵制，给产品销售带来致
命的打击。到那时，低俗的商业
营销就会适得其反，得不偿失。
毕竟，比起这些出位的营销手段，

商家产品的质量和售后服务才是
消费者最关心的。由此来看，靠
制造“少儿不宜”为看点的哗众
取宠式的商业营销注定不会长久，
不会走远，低俗化的营销手段，
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商家当慎用。

 回到南京这家书店，在电子
阅读强烈的冲击下，纸质阅读遭
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实体书店
举步维艰，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这样的现实下，书店通过举行
相应的促销活动，来提升人气，
无可厚非，可“裸体阅读”这样
的活动，显然和书店经理说的“多
关注实体书店的命运和纸质图书
的未来”没有多少联系。既然是
为了让大家对阅读产生兴趣，多
关注实体书店的命运和纸质图书
的未来，那就应该从经营手段、
营销方式、图书质量和可观赏性
方面入手，积极开拓思路、推陈
出新，才能彻底改变实体书店和
纸质图书的命运。因此，不管出
于什么目的，不管商家有着多么
冠冕堂皇的理由，“裸体阅读”都
违背了书店作为文化载体的本质，
都难逃亵渎文化之嫌。

“睡”道养鸡
紧挨南京地铁二号线金马路站

有一条全长近 500 多米的汽车隧
道，名叫“凯旋路隧道”，建成多
年却一直未通车，如今隧道里被搭
起板房住上了人，还养了狗和鸡。
此隧道 2005 年建成，而隧道中的
住户自称是看守隧道的人。记者实
地探访证实情况属实。隧道贯通已
8 年，为何不通车？多个部门称“不
清楚这条隧道”。

（10 月 22 日《西安晚报》）
毋庸置疑，隧道不是“天上掉

下来”的，从立项审批到具体施工，
再到竣工验收，有一个严格的制度，
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涉及多个政
府部门和相关单位，耗费了大量的
人力、物力。因此，隧道迄今被闲

置 8 年之久，且多个部
门“不知情”，有悖于公
众的认知常识。

谁来为公共资源的
巨大浪费埋单？区政府、
交警队、派出所等多个
部门一问三不知，民众
的情绪不禁由好奇转为
愤怒：一条隧道横亘在
那里，不能藏着掖着，
竟然不知情？如此敷衍
舆论，岂不是睁着眼说
瞎话？既然都“不知情”，守护人所
说的工资是谁来发的？辖区一条隧
道闲置 8 年，难道不是失职吗？民
众无数个疑问有待解开。

这条被闲置的 500 多米汽车

隧道，不仅考验着相关政府部门的
履职情况，也考验着其面对民意和
舆论的态度。无论如何，谁来说清
这条隧道的来龙去脉，谁来承担
资源浪费的责任，是一个必答题。

 ( 文 / 陈广江 图 / 罗琪 )

靠增加安保解决“医闹”是开错了药方
文 / 苑广阔
近年来，暴力伤医事件时有

发生。日前，国家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和公安部印发了《关于
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指导
意见》。其中明确要求医院保安员
数量应当遵循“就高不就低”原则，
按照不低于在岗医务人员总数的
3% 或 20 张病床 1 名保安或日均门
诊量的 3‰的标准配备。

（10 月 23 日《京华时报》）
国家卫计委和公安部联合下发

的这份“指导意见”，马上被公众提
炼出“每20 张病床配备一名保安”
的“中心思想”而引发广泛关注与热
议。如果这样的规定是出自国内某
家医院，倒没有什么太令人奇怪的，
毕竟以前防“医闹”，很多医院出台
的措施比这个还要“奇葩”。比如有
的医院给医护人员配备钢盔和防弹背
心，有的医院请武术教练教授医护
人员防身术等等。可是偏偏这个“每
20 张病床配备一名保安”的规定，

是由国家卫计委和公安部出台的，属
于全国范围内的统一要求，那就更加
有说道一番的必要了。

在笔者看来，面对“医闹”这
个让医院头疼的问题，“增加保安”
这张处方，根本就是开错了药方，以
治疗头疼的药去治疗患者拉肚子的
病症，效果如何，可想而知。举个
简单的例子，医院按照上级的要求，
每20 张病床配备了一名保安，可患
者为了维护自身权益，为了给自
己认为的医疗侵权案件讨个说法，
真的会因为医院多了几名保安就
罢手吗？医院保安多了，患者拉
来给自己“助威”的亲朋好友也
一样可以增多，那时，恐怕参与“医
闹”的人员只会更多，造成的影
响只会更大。

我们应该知道，绝大多数情况
下被医院和有关部门定性为“医
闹”的事件，其实并不全是无理
取闹，更不是胡搅蛮缠，他们只
不过是感觉自身利益受到侵害，

但又投诉无门，通过正常渠道解
决问题无果情况下的一种无奈之
举。我们不否认“医闹”可能会
因为破坏医院正常的医疗秩序而
伤及无辜，连累其他患者，但是
要想解决问题，釜底抽薪之策是
给他们申诉权利的机会，解决问
题的渠道，而不是增加医院安保
人员进行“围追堵截”。大禹治水
的经验和智慧，同样适用于医院
治理“医闹”。

解决问题的正道，一是需要
发生医疗事故和纠纷之后，保证
作为第三方的医疗事故鉴定机构
能够客观公正地做出不偏不倚的
鉴定，并且以此取得患者和家属
的理解与支持；二是需要建立和
完善独立于医院等医疗机构的第
三方调解机制，不要任由作为弱
势群体一方的患者自己和去医院
单打独斗；三是需要医院拿出解
决问题的诚意来，不要遇见问题
就惯性使然地去躲，去推，去敷衍。

羞什么？孩子的避孕套气球不该被戳破
文 / 郭元鹏
 姜文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

里有这么一个情节：马小军从父
母的抽屉里翻出一只避孕套，吹
成一个大气球，抛着玩了半天。
后来妈妈怀孕了。长大后他才知
道，妈妈怀孕，跟他玩破的那
个“气球”有关。像马小军一样，
对避孕套好奇的少年可不少。13
岁的小刚是湖南大学附属中学的
初一学生，他在学校医院体检时，
拿走几盒避孕套带到班上，和
其他男生一起嬉闹玩耍，并在女
同学面前将其吹成了气球。结果，
他被学校记过，《处分决定》被
张贴公布。

（10 月 23 日《东方今报》
《新晚报》）

避孕套气球或许是个恶作
剧，更或许孩子原本就不知道这
是什么。如果真的需要处理，我
想学校也是有责任的，学校卫生
室里放置这么多避孕套是做什么
的。其实，我们不该戳破这个避
孕套气球。

据有关资料显示，在我国中
小学校，大部分孩子是没有性知
识的，仅有的一点性知识，来源
还十分不地道，不是黄色书刊就
是唯利是图的影视剧。正如上了
年纪的那代人一样，很多人到了
高中时代，依然不了解性知识，
但出了事情的又有多少人呢？早
恋的不多，早恋怀了孕的也不多。
这都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文化氛围
好些、社会氛围也好些。人们在
单纯中走过了童年，走过了少年，

也安全的到达了成年，步入健康
的婚姻殿堂。

然而，时代是发展的，如今
文化变了、环境变了，影视剧也
离不开这些事情了，就连动画片
里也离不开老婆老公的称呼和接
吻的镜头了，于是孩子自然也就
早熟了，自然也就容易形成不健
康的心理，或者是错误的观念。
因为早恋怀了孕的，丧了命的，
落入犯罪集团的案例比比皆是。
试问，这些都能仅仅埋怨孩子是
扶不上墙的烂泥巴吗？我们是有
责任的。既然，我们难以让社会
净化的一尘不染，我们就应该寻
找另外一个出路，用正确的性教
育来拯救被肮脏的文化熏陶的孩
子们。我们不妨就从一个避孕套
气球开始。

我们不仅仅不能戳破孩子
的避孕套气球，还要在这起事
件中，做好积极的引导，告诉
孩子们这是什么，是用来做什
么的，告诉他们这不是龌龊的
事情。这还可以看出一个问题，
这就是学校性教育的缺失，应
该给孩子们补上这一课。我们
与其等到了高中阶段不让孩子
穿性感丝袜，与其成立巡逻队
打着手电去猎获校园鸳鸯，倒
不如大大方方的和孩子一起去
吹起这个避孕套气球。

真的，这个气球不该被戳破。
孩子的“恶作剧”里，或许包含
着对性的懵懂。但问题是，对于
那片未知的世界，谁来给他们做
出正确的指引？

怕什么？孩子爱看相亲节目家长别恐慌
文 / 涂启智
 “你会让孩子和你一起

看相亲节目吗？”近日，许女
士在社区论坛发起讨论，担心
女儿爱看相亲节目会影响身心
健康。随后，许女士从幼儿园
其他家长处了解到，六成孩子
都爱看相亲节目。不少家长希
望电视台可以避开黄金时间播
出节目，或者减少节目的数量。

（10 月 23 日《广州日报》）
孩子爱看相亲节目家长缘

何烦恼？无非是担心相亲节目
诱发孩子身心早熟，不利于孩
子健康成长，甚至误入歧途。
家长不该有此担忧，相亲、恋
爱等话题对于孩子来说，是终
究不能回避的人生课题，疏导
比禁堵好已是社会共识。

在我看来，相亲节目不仅
不是孩子们面前的洪水猛兽，
而且家长若能因势利导，相亲
节目还会给孩子们带来乐趣，
使他们受到教益。作为一名家
长，一名曾经的教师，自女儿
上初中起，我与她妈妈就经常
和她一起看《非诚勿扰》，女
儿不仅学习、生活未受到什么
干扰，而且成绩持续上升、快
乐成长。在与女儿一同收看

《非诚勿扰》时，我是这样引
导的——引导关注节目的娱乐
性。《非诚勿扰》中，节目主
持人与特邀嘉宾组成的“铁三
角”，主持人、特邀嘉宾与男
女嘉宾，24 位女嘉宾之间，均
互有调侃，这些调侃充满了娱
乐性，让人捧腹大笑，我边看

边点评其笑点所在，有时女儿
会与我展开讨论甚至辩论。引
导认识合理的恋爱观。《非诚
勿扰》节目中，有一个有趣与
共性现象：不管现场女嘉宾对
男嘉宾有多少条件要求，只要
女嘉宾一看到心仪对象，这些
条件就会抛到九霄云外，有的
甚至犯起“花痴”，然而往往
男嘉宾并不为“花痴”所动，
而后“动心”女嘉宾激情渐渐
冷却……我的结论是，世间不
存在什么恋爱标准，所谓的标
准很可能是人们在恋爱前给自
己预设的条条框框，并无实际
意义；恋爱不能唱一厢情愿的

“独角戏”，而是两情相悦的“双
人舞”。也许有家长担心如此
无遮掩与孩子谈两性关系会诱
发孩子早熟，关键问题不在于
孩子是否早熟，而在于孩子对
恋爱问题是否有正确认识，越
是早一点建立孩子对这方面的
正确看法，越能培养孩子冷静
面对、理性控制能力。引导欣
赏主持人的机智幽默。孟非主
持风格睿智幽默，现场控制自
如，比如暗示男嘉宾才艺不好
不要展示说：“我们最喜欢看
才艺了，很多人都死在才艺表
演上。” 

只要结合节目内容因势利
导，孩子收看相亲节目可缓解
学习压力，很自然地接受家长
恋爱婚姻观教导，又能领略机
智幽默的魅力，或可培养人生
时时“幽他一默”的品质，何
忧之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