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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议
今日烟台

B06

靠什么保证
何老爹老有所养

扎堆生“龙宝宝”
社会“挤不起”

今年是农历龙年，国人崇
尚龙。在传统文化里，龙是中华
民族吉祥嘉瑞的象征。选择龙
年生育，更加吉祥如意，更能望
子 成 龙 。于 是 ，扎 堆 生“ 龙 宝
宝”，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由
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却令社会

“挤不起”。
首先，农历新年除夕前，不

少地方的医院妇产科早已是
“人满为患”，月子房更是“一
床难求”。随着“龙宝宝”的降
生，医院的医疗设施和医护人
员等医疗资源出现紧张，床位

“挤不起”，甚至还出现了孕妇

无床可躺的现象。这些都极容
易引发医患关系的紧张。

其次，由于抚养“龙宝宝”离
不开吃穿用，“龙宝宝”扎堆降
生，使平抑物价“挤不起”。如孕
婴产品价格普遍上涨，幼儿用品
市场价格也同样高涨。

再次，更为严重的是，“龙
宝宝”的扎堆降生，使我国继
2 0 0 7年金猪年、2 0 0 8年奥运年
和 2 0 0 0年千禧龙年之后，又将
迎来新一轮的生育高峰，引发
一定的社会问题。如“龙宝宝”
们将来就会集体面临入托难、
入学难、就业难等一系列问题，

令人纠结。
其实，按照老黄历，春节长

假 出 生 的 不 一 定 算 是“ 龙 宝
宝”。因为有人认为，龙年应该
从农历正月十三 (立春 )之后算
起，生肖交替应该以立春为准。
何况，生肖虽重要，但更重要的
是优生优育和后天的培养。再
说，都扎堆寄托“望子成龙”的
愿望，而造成扎堆竞争。无这疑
是人为地设置障碍、加大竞争
成本，增加“成龙”的难度。

因此，不刻意追求“龙宝
宝”，就会避免各方面的“挤不
起”。 (《楚天金报》)

新闻：近日，少林景区被传因
管理混乱被要求限期整改，或将
有可能被摘掉5A级景区的牌子。
对此，少林寺方面称，少林景区目
前为港中旅管理，港中旅管理比
较混乱，与少林寺没有关系。少林
寺方丈释永信称，少林寺的发展
需要一个清静的环境。(《瞭望东
方周刊》 1月31日)

微评：本是一座无名寺，一部
电影让人知。如今又闹揪心事，不
知少林向何方。

新闻：北京、上海、广州等地，
虫草的零售价甚至以克为单位在
计算，价高的，每克在700元以上。
有专家认为，虫草的药用价值与
普通蘑菇无异，完全是礼品的属
性推高了虫草的价格。(《中国青
年报》 1月31日)

微评：问：“既不是生活必需
品，也不一定有起死回生的疗效，
单作为一种野生的保健品，为何
虫草的价格能超过黄金？”答：因

为黄金不可以吃。

新闻：1月 3 0日，博纳影院
宣布将自行制定“观影分级制
度”。该制度将对一些血腥、暴
力、“床戏”等内容电影进行分
级，向老幼等各层次观众进行
指导性建议。对此，业内人士和
观众表示支持。(《北京日报》 1

月31日)

微评：都是审核后的片子，再
分级有何意义。

新闻：在昆明理工大学内，有
一座按照五星级标准设计的文汇
酒店，2011年7月竣工并投入使
用，客房日房价约400元到2000元
不等。对此，昆工宣传部新闻中心
的一名工作人员说：“文汇酒店是
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一个必备的配
套设施，主要用于接待来校交流、
访问的外国政府要员等。”并称此
举为不丢国人脸面。目前酒店提
前建成并开始运营，而主体部分

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还在建设之
中。(中国广播网 1月31日)

微评：作为配套的5星级酒店
已经建好，但是作为主体的学术
交流中心却仍在建设中，让人不
明白到底谁是主体工程，谁是配
套工程？

新闻：为了防止弃婴遭到路
边的野狗袭击或者其他危险，俄
罗斯从2011年11月开始启动“弃
婴箱”项目，旨在为弃婴暂时提供
一个安全和卫生的环境。(《羊城
晚报》 1月30日)

微评：最无奈的人道行为。

新闻：1月30日，云南省发改
委和省财政厅联合发布公示称，
将对独克宗古城的游客收取每人
次30元的“维护费”。独克宗古城
位于香格里拉县城，是备受游客
青睐的香格里拉主要景点之一。

(新华社 1月31日)

微评：恭喜发财。

近日，在湖南省新邵县政府官方网站的“扶贫动态”栏目下，有一篇题为
《新邵成功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新闻发布，文中称，传来“特大
喜讯”，作为国家扶贫攻坚的主战场，“新邵未来十年将享受国家在财政、税收
等多方面的政策支持”。(中国广播网 1月30日)

商家敢如此大张旗鼓推广皮纹
测试的一个原因在于，它预测的不
是明天，不是下一周，而是十年、二
十年甚至是更长时间以后的结果。
试想，即使预测结果和现实南辕北
辙，又有哪个家长会在二三十年之
后因为孩子没有成为“数学家”“文
学家”而对幼时的一纸测试追责？

近日，“皮纹测试”技术在山西
省太原市一些幼儿园悄然流行。该
测试收费1200元，称可以测出孩子
的先天智能和潜能，并确定最优培
养方向。有关医学专家认为，这种测
试缺乏科学依据，属伪科学。同时，
部分家长认为幼儿园和商业公司联
手搞推介，有“敛财”之嫌。(1月31日

《京华时报》)

对于这么一项既来路不明，又
缺乏确凿科学依据的所谓“皮纹测
试”，现在却在一家商业公司的大肆
鼓吹之下，引得广大幼儿园的孩子
和其家长趋之如骛，掏出不菲的测

试费用，以期预测自己孩子的未来，
为孩子的明天助力。

如果这一测试确实有科学依据
和实践佐证，那么得到孩子家长的
追捧也无可厚非，但是现在连推广
者都无法给出具体科学解释的东
西，它真的有那么神奇吗？会不会只
是在让商家大发横财的同时，把孩
子们当成了实验的小白鼠呢？

为此，我们不妨来听听一些专
家和业内人士的说法。有20多年临
床经验的医学专家表示，人体的脏
腑、经络等生理特质或病变确实可
以在手部体现，但这种体现侧重于

生理特征，对人脑智能无法体现。所
以“皮纹测试”夸大了对手部的望诊
功能，其宣称能测出孩子在哪个学
科有潜能，带有一定的迷信思想，不
足为信。而对“皮纹测试”早有研究
的教育专家也表示，“皮纹测试”是
一种不科学的伪科学，极具欺骗性。

综合几位业内人士和专家的建
议，“皮纹测试”的不确定性太多，伪
科学的成分太多，说到底只是一个
骗局，不值得信任。商家敢如此大张
旗鼓推广它的一个原因在于，它预
测的不是明天，不是下一周，甚至不
是下一年的结果，而是十年、二十年

甚至是更长时间以后的结果。试想，
即使预测结果和现实南辕北辙，又
有哪个家长会在二三十年之后因为
孩子没有成为“数学家”“文学家”而
对幼时的一纸测试追责？

这 无 疑 正 是 商 家 的 高 明 之
处，即使现在的“皮纹测试”和街
头的算命先生一样不靠谱，但对
商家而言，在真金白银到手的同
时，却几乎不用承担任何风险。而
这种伪科学的危害性，却不容小
觑，它甚至可能对孩子的培养和
成长产生误导，贻害孩子的一生。
比如说有个孩子，其潜能本来是

搞科学研究，但是通过“皮纹测
试”，结论是他适合搞文学创作，
家长在这样的测试结论指导下，
倾尽全力想把他培养成一位文学
家，结果会如何，是可想而知的。
等待家长幡然悔悟的时候，钱也
花了，时间也耽误了，岂不是追悔
莫及？

对于商家这种打着科学的幌
子，行敛财之实的事情，除了需要广
大家长提高警惕，保持理性之外，当
地教育主管部门也不能坐视不管，
应该积极介入，深入调查，为孩子们
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别让伪科学毁了孩子的未来
□苑广阔

格微评论

蛤今天公司开工，照例举办了
开工仪式“迎五路财神”，开春讨个
吉利。但其实我并不觉得如此就真
能迎得“财神”，因为这涉及到逻辑
跟公平性问题。但我喜欢的是那份
身为人的谦卑，对天地的敬畏，以
及纯东方、专属华人的民俗仪式。
如初二回娘家、端午吃粽子划龙
舟、清明扫墓……是族群内相沿成
习的一种文化表现。(方文山 音乐
人)

蛤坐在日本的新干线车上看
窗外连绵不断的、毫无美感的、密
密麻麻的两层楼居民房，感慨！为
什么一个曾经创造过京都那样美
丽古城的人们会把战后的日本建
成这样？为什么现代化让我们失去
美丽？是因为速度快了？还是因为
没有了精神的追求？在要求高效、
舒适的现代社会里，“美”不重要，

可 是 自 然 界 什 么 不 美 ？( 张 欣
SOHO中国CEO)

蛤如果韩寒是包装出来的，他
在十几年前根本不是少年天才，东
西是别人替他写的，那就把神话给
打破了，是大骗局，愚弄全国人民
十几年，毒害了那么多青少年———
很多人觉得他是天才，觉得没必要
好好读书。(韩寒起诉方舟子，“代
笔”疑案已经进入法律程序。面对
起诉，方舟子接受了专访，称之所
以一直紧抓韩寒不放，是要打破韩
寒神话。)

蛤个体的年礼品需求在5055亿
元，团体的年礼品需求在2629亿元，
相加得出目前国内礼品市场的年需
求总额在7684亿元左右。(《中国经济
周刊》指出无论经济如何低迷，礼品
经济也没有寒冬，相反越在寒冬，越
需要为下一个春天投资)

农历春节的热乎气儿还没
过去，重庆的一则新闻就令人心
脏缩紧——— 84岁的綦江老人何
大兴，从大年初四开始在女儿家
门口的楼道上连着睡了四天三
夜。老人有6个子女，却都不肯将
老人接到自己家去住。

何大兴老人和子女们有什
么是非恩怨，6个子女各居什么
社会阶层、生活水平如何，外人
知之不详。单从记者采访中个
别子女透露的原因看，也不过
是兄弟姐妹之间利益分配的一
点小小不公。这“一点小小不
公”的总额，听来或许还不值富

裕人家一哂，但却足以令这一
家兄弟姐妹硬下心肠，在本该
阖家欢庆、温暖团圆的春节，将
有生身之因、养育之情的亲生
父亲扔在冰冷的过道里不闻不
问，甚至惊动媒体也不愿露面
收留。

任何一个时代，恐怕都会既
有二十四孝故事，也有忘恩负
义、不孝不敬的忤逆故事。这样
的新闻或许并不算格外多，却很
值得警醒。

作为社会人际关系疏离、
冷淡的代偿，今天的中国人正
在不自觉地变得重视和依恋家

庭，将有血亲和经济双重联系
的家庭作为最后的情感归宿和
心理避风港。有经济学家说，提
倡人们“无私”有错。因为“无
私”可能会成全一部分人的私
欲漫溢、为所欲为。然而，一个
社会要健康发展，恐怕必要有
克制所有国民一己私欲膨胀、
使之不惟利是图的力量才行。
这力量，包括法律制度，更要有
道德激励下的情感贯注。法律，
可以保障何老爹们老有所养。
道德激励下的情感贯注，让逐
渐老去的社会与人心不致冰冷
荒凉。 (《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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