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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石川
守株待兔的故事，不知道的

人应该很少，它常比喻希望不经

过努力而得到很好的运气，结果

机遇之神就是不来敲门。不知

道爱迪生的人，也应该很少，他

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家，一生的发

明共有两千多项，但他说是用九

十九次的挫折来获取一次的成功

而换来的。这两个故事让人从

正反两面想到了“基”与“机”

这两个谐音字的奇妙关系。

从字面上看，“基”与“机”

都是多意字，但“基”多用作基础、

基石、基点、基脚来理解，常

指成事的起点和缘由，“机”则

多作机会、机缘、机遇、时机、

转机、契机来解释，常被看作

是好运。乍一看，“基”与“机”

是扯不到一块的，但从“万丈高

楼平地起”和“机遇总是留给有

准备的人”的常识来看，它们是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基”是

“机”的起始、源头、根据、根

本和必要，“机”是“基”的铺设、

铺垫、酿造、创造和促成，“基”

的好坏决定着“机”的多少，没

有一定的“基”，即便天赐良机，

也是觉不到、看不清、抓不住、

用不上，会被坐失和错过。

漫漫人生路，关键就几步。

人生的成功是需要“机”的，在

特定情形下，“机”还往往很重要。

但在现实中，总有一些人并不明

白“基”与“机”的关联，梦想

一夜暴富，或是一举成名，或是

一步登天，却从不做基本功夫

的修炼，从不注意自身素质的储

备，要么好吃懒做，要么常怀错

心，要么常做错事，要么常说错

话，要么常交错友，要么常用错

法，要么就是前几者的兼有，看

到别人有好运、有事业、有成就、

有光彩，就得“红眼病”，不是

埋怨上天的不公，就是怀疑他

人在玩“猫腻”，滋生出“羡慕

嫉妒恨”的负面情绪。这样的

人与守株待兔的人没有本质的区

别，机遇只会是满天星斗可望而

不可及。

想获取更多的人生出彩机

遇，并不是什么坏事，而是一种

美好追求。问题的关键是，机

遇往往很势利，它只对有基础、

有实力、有准备的人偏爱，既像

天使，会让准备着的人柳暗花明

和时来运转，又像小偷，能让不

珍惜的人损失惨重和悔恨不已。

古往今来，那些抓住机遇的

人，看起来是偶然，实际上是

必然，因为他们早已为迎接机遇

的到来打下了基础、做足了准备。

姜子牙之所以受到周文王、周武

王的倚重，是因为其积累了博学

多闻和文韬武略。诸葛亮之所以

受到刘备的“三顾茅庐”，是因

为其精通当世的事务局势，提出

了“三分天下之计”，让刘备心

服口服。在满清王朝，曾国藩之

所以受到信赖和尊重，是因为他

除了平时积聚了渊博知识和显赫

战绩之外，还在于他“诚”、“敬”、

“静”、“谨”、“恒”五字的修炼。

毛泽东之所以能带领共产党人推

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

山”，并建立了新中国，成为人

民衷心拥护和爱戴的领袖，是因

为其毕生笃志嗜学，熟悉国情，

勤于总结，与时俱进，酷爱运动，

身强体健。如此等等，说到底，

机遇不是上天的赐予，而是来源

于想要机遇垂青的自己。很难想

象，一个胸无点墨、才疏学浅的

人会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一个

没有任何创新意识的人会有新的

发明，一个张嘴说不好话的人会

当上演说家，一个下笔不知从何

而动的人会成为文学家，一个见

人不知如何相融的人会成为人群

中的首领，一个遇事不知如何处

理的人会成为开拓能手。

天上不会掉馅饼，即便掉，

也要起早床，赶早班，不然饼

就被人捡了去。世上也没有免费

的午餐，即便有，也要不迟到，

不误点，不然午餐不是被人吃了，

就是早已收摊。没有金刚钻，揽

不了瓷器活。古语也云：“君子

藏器于身，待时而动。”这些俗

话古训，都从不同的侧面诠释了

抓住机遇与自身主观能动的紧密

相关。

明白了这些，就要少一点怨

天尤人，少一点怀才不遇的哀叹，

而是在自身应当具备的“基”字

上下功夫。要打造出好身体、好

体力、好精力、好心态等基本支

撑，丰富好学历、阅历、经历等

基本资历，练就好认知力、判

断力、发展力、执行力、承受力

等基本功夫，养就好人气、朝气、

胆气、静气等基本要素，造就出

上进、务实、好学、勤奋、敏

捷等基本品格，把自身迎接机遇

的基础打牢夯实。

是锥子，总会冒出尖来；是

金子，总会闪出光彩。要想当上

机遇的主人，就不能被动地“等”

“看”“急”，而是要主动地先把

自身打理好。唯如此，才把准了

“基”与“机”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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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老人，请给更多精神赡养

今年的 10 月 17 日是农历九月初九，是一

年一度的重阳节，不少单位在此期间都组织活

动慰问老年人，给老年人送温暖。现在我国老

龄人口已经达到两亿多，老年人口还在持续增

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让老年人能够老有所养，体现出的是全社

会的文明程度。“银发浪潮”汹涌而来，老年人

的冷暖就更受人关注。

要让老年人能够安享晚年，需要为他们提

供良好的物质保障。东江街道新坡社区的老年

照料中心，为老人提供食宿医娱全免费的服务，

这就是给老人最好的关爱。但这样利好于老人

的做法，却难以被广泛复制。原因在于，大部

分的基层卫生服务站及民办养老机构在为老人

提供养老服务方面，都面临较大的成本压力。

对此，一方面需要督促各地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为老人们提供更好的养老服务；另一方面，更需要

各地政府加大财政投入，缓解基层的养老压力。

另外，现在不再是物质匮乏的时代，对于

很多老年人来说，他们更需要的是关爱与帮助。

很多老年人子女不在身边，成了孤寡老人、空

巢老人，相对于金钱，相对于物质赡养，他们

更需要的是来自社会的温暖，更需要的是子女

孝顺，是来自子女的精神赡养。

在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仍是主流，子孝孙贤，

才是能让老年人安度晚年的重要因素。相关部门更

应该加大力度弘扬孝文化，督促老人子女尽到赡养

老人的责任与义务，对于那些不孝子女，则要依法

依规采取规劝、警告、惩治等一切有力的措施来

督促与引导他们孝顺父母。

在重阳节到来之际，老年人的生存处境更

受人关注。但关爱老年人不能止于重阳节这一

节点，更要能体现于平时，要能持之以恒，要

做到对老人“人有百日好”。而要让两亿多的中

国老年人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

就需要家庭、政府部门和全社会形成合力，从

子女孝顺、制度保障到营造良好尊老敬老的社

会氛围。这样才能让全天下所有老年人都能够

安享晚年，能够优雅而有尊严地老去，让“夕

阳红”成为全社会最美的一道文明风景。

文 / 张樱
毋庸置疑，微博、微信（以下简称“两微”）已

经成为大学生学习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

生了解社会动向、交流情感、传播信息、娱乐社交、

宣泄情绪的主要窗口和平台。移动互联时代，“两微”

愈发呈现娱乐化趋势，为大学生的道德建设，既带

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

首先，从家庭维度看“两微”对大学生道

德影响，“两微”势必促进父母对孩子进行针对

性教育。多数大学生远离父母，微信和微博弥

补子女与父母间沟通滞后的不足，父母可以通

过微博、微信更及时地了解子女的思想动向；

“两微”也能促进大学生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大

学生可通过关注相关微博、微信公众号，例如

“果壳网”“博物杂志”“一席”等，来查找和学

习感兴趣的知识。另外，因微博、微信多样性

的传播形式、平等的网络语言文化和推崇个性化

交流的环境，利用“两微”较容易树立道德榜样，

也容易被大学生群体理解与接受。不过，“两微”

也可能会诱导大学生产生反叛心理，他们离开父母

的约束教育，再加上微博和微信可以天马行空地与

任何人沟通，很容易使得具有相同心理的人聚集

在起，交流些具有错误倾向的言论思想。

其次，从学校维度看“两微”对大学生道德影

响，“两微”有助于高校建立平等教育关系。“两微”

消解了传统信息传播模式中的时间、空间、文化、

种族、阶层、财富、地位等因素的限制，有利于教

育主客体的对话，在平等交流和多元碰撞中培育出

大学生道德辨别力；“两微”也有助于生动教育内

容和丰富教育方式。大学生通过微信、微博，创造、

传播、接受各种信息。教育平台也借助图像、视

频、音频等方式进行传播，这就扩大了高校道德建

设的覆盖面与影响力。还有一个客观事实是，“两微”

加大了教育难度。微博和微信上的信息传播碎片化

迅速性，不同价值观念在大学生头脑中冲突和激荡，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上海量的消极信息，容易引

发了青年人的自我认知缺失、信任危机、网络犯罪

等问题。

再次，从社会维度看“两微”对大学生道

德影响，“两微”使道德榜样引导力量增强。“两

微”更容易为大学生接受，这要求社会应该有

意识地培养网络意见领袖，发挥出在学生舆论

方面的引导作用。例如《人民日报》、《光明日

报》等利用微博、微信宣传先进典型事迹，引

导教育大学生，这种方式更具有生动性、直观

性、鲜明性，也更具有影响力、号召力和感染力。

当然，“两微”也易使大学生道德认知混乱。当

今中国又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改革过程中出现

的各种不合适的新闻事件都是在微博上率先爆

出，大量转发，进而在微信上广泛传阅议论，之

后发酵酝酿滋生出非理性的态度或情绪。例如娱

乐人土经常被爆料对待婚姻和恋情的不忠诚行为，

以至于“再也不相信爱情”，甚至有人对前几年的

艳照门事件表示同情。这种宽容的实质，让大学生

们模糊了正确的道德意识。

如此看来，“两微”对大学生道德建设的影

响，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我们

应该对“两微”发展抱有积极态度，做到趋利

避害，为我所用。

（作者系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团委书记）

“两微”娱乐化对大学生道德的影响
一家之言>>

长沙市湘江风光带，常有老人来围坐看戏。图 / 吴小兵

文 / 戴先任
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东江街

道新坡社区的老年照料中心，地处郊

区，格外引人注目。新坡社区的妇联

主席李翠英介绍，社区不少居民在城

里务工，空巢、留守老人较多。2014 年，

社区修建运营了老年照料中心，由集

体经济出资负担成本，为老人们提供

包括午餐、理发、体检、看电影、近

途旅游等18 项免费服务，“老人不花

一分钱，开销全部由社区承担”。

（10 月 16 日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