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茫茫人海中，有董宇辉、孟羽童这样能力的人不多，能碰到如此机遇的人更少，但普通人
之所以能够和他们共情，归根结底是因为大家都处于相似的地位，希望在职场上得到企业和领
导的尊重与平等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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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鑫宇

12月16日上午，东方甄选“小作文
风波”迎来阶段性结局。该公司董事会
通过官方账号宣布：俞敏洪兼任东方
甄选CEO，免去孙东旭东方甄选执行
董事、CEO职务，即日生效。

梳理时间线可知，冲突源于东方
甄选小编的“居功”表述，引发了部分
董宇辉粉丝的不满。此后，由于孙东旭
发言态度不佳，且夹带着各种将矛头
指向董宇辉的暗示性表达，很多原本
只是“吃瓜”的网友都联想到了“领导
嫉贤妒能，授意下属给优秀员工穿小
鞋”之类的经典职场戏码。至此，这场
风波不再单纯是一名主播与其同事、
上司的纠纷，而是变成了让众多职场

“打工人”共情的公共事件。
基于此，众多网民、博主与媒体纷

纷关注此事。金融专家盘和林认为，
“不管东方甄选内部人员服不服，现阶
段东方甄选就要围绕董宇辉来经营。
其次，董宇辉不可替代，俞敏洪自己尝
试过带货，并不能卖出去东西，这说明
董宇辉的成功有能力和运气的双重因

素，换句话说就是消费者的眼缘好。”
之前与新东方渊源颇深，目前在

直播带货领域创业的罗永浩也直言，
如果你是老板，员工样样都比你强，这
时真正难处理的其实不是老板，是员
工，“员工就觉得我是做了一些贡献，
得了一些回报，但我是不是要稍稍克
制一下，免得同事们觉得我膨胀，或者
江湖上认为我功高震主之类的。一个
有格局的领导，人前人后就夸他，这时
候所有人都觉得这个老板太牛了”。

董宇辉的成功，原本是一段职场
佳话，但却走到这一步——— 这是偶然
还是必然？对此，《扬子晚报》评论道：
只要网红做大到一定程度，和平台发
生矛盾是必然的事情。矛盾的原因无
外乎两点：权、钱——— 网红们想要更多
的话语权，想要“一哥”“头牌”这样的
身份地位，想要赚更多的钱；平台们则
希望自己有更多的话语权，希望旗下
网红百花齐放，毕竟有竞争好管理，一
家独大难管理。

这两天，“董明珠批判孟羽童”的
新闻热度正好也不低。《南方都市报》
的一篇评论，就把两件事放到一起来

评论。文章写道：“孟羽童的处境与如
今大红大紫的董宇辉有些像……现实
中很多顶流网红都是自己开公司，而
不是满足于在别人的公司做一个‘打
工人’，原因无他，有了名气以后，他们
能吸引大量的资源，有足够的能量单
独去创业。而如果继续待在公司，双方
就要重新定位，彼此适应新的角色，如
果调整得好，那还能一起做事业；如果
调整不好，最后的结果必然就是分道
扬镳。”

关于年轻的职场人该追求什么、
该不该对用人单位“感恩”的问题，有
网友表示：“怎么说呢，饱汉不知饿汉
饥。梦想这个东西听起来不错也很高
大上，但是作为普通人先谋生才有资
格谈梦想。”在茫茫人海中，有董宇辉、
孟羽童这样能力的人不多，能碰到如
此机遇的人更少，但普通人之所以能
够和他们共情，归根结底是因为大家
都处于相似的地位，希望在职场上得
到企业和领导的尊重与平等对待。读
懂了这种情绪，也就读懂了当下的舆
论，这应该是此事留给社会的更重要
的启示。

董宇辉的境遇，戳中了“打工人”的心

买来的“好评”难成口碑

“有流量没亲妈”？还要出多少这样的咄咄怪事

因月子里吃了三箱泡面，于是给住
院婆婆吃泡面“报仇”？日前，发布“给住
院婆婆吃泡面”系列视频的博主承认摆
拍，“这两天拍的视频都是为了搞笑和涨
粉”，舆论对此一片哗然。

月子仇、婆媳矛盾、患病照料……可
以说，这名博主发布的视频，精准踩中舆
论的敏感点，这也是其收获大量关注的
原因。可等到反转出现真相大白，网友才
发现又被狠狠地骗了一波。母女亲情血
浓于水，尊老孝亲也是传统美德，可就为
了仨瓜俩枣的流量，亲妈可以变婆婆，自
己也大可变成虐待老人的不光彩角色。
即便承认摆拍、账号封禁，当事博主呼吁

“希望大家不要转发视频，以免造成不良
影响”的同时，仍然不忘表示“真实还原
了自己坐月子时的情况”，这很难让人相
信受到了教训。

流量逻辑盛行，催生的怪事又岂止

这一桩。八九旬高龄老人，直播做家务吃
冰之类不说，还得进行长达数小时带货，
坐不住了仍在勉力支撑。事理不明的小
孩，被迫成为三岁体重一百斤的吃播，哭
求父母别再往刚吃空的盘子里倒薯条。
佩戴假肢的幼童，每天面临的巨大不便、
痛苦与尴尬，被父母全方位无死角呈现
出来……相比于那些雇团队卖惨博同情
的营销账号，这些出自亲人的所谓真实
视频更让人心寒。仅仅是被关注与能涨
粉的诱惑，以及流量变现的幻想，便足以
让某些家长不顾亲情、挑战道德、无视底
线，何其可悲可叹。

互联网大潮滚滚而来，冲击着社会
的方方面面，流量经济正是无法忽视的
一环。尽管无法预知下一波“潮流”是什
么，但可以肯定的是，如若放任秀下限的
吸睛方式，那么“有流量没亲妈”的怪事
只会更多。诚如有观察者言，“大家普遍

不再关注公共道德秩序，都只想伺机捞
一把就走，至于社会被污染成什么样子，
都漠不关心。”

没有人愿意生活在一个戾气与污浊
遍地的社会，更不希望满目所见皆是丑
态表演与极端情绪。事实上，每有类似事
件上演，舆论场上都会响起要求整治不
良风气的声音。有人期待相关部门发力，
对于挑战公序良俗的恶劣内容及账号进
行追责；有人呼吁平台尽好守土之责，对
于博眼球的行为不可封禁账号了事；也
有人反思娱乐至死的受众们，抛弃所有
深刻的东西，只愿在短平快中放纵肤浅
的快乐……经历了太多次起伏反转的戏
码，社会共识正在凝聚，多方责任日渐明
晰，必须为流量建立配套规则，并且执行
到位，携手齐力守护整个社会赖以运行
的底线。

据北京日报客户端

某老字号五金企业为了提高部分商品
的好评率，通过“拉群刷单”虚假交易，对商
品性能、质量进行虚假宣传，被处罚款25万
元并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作为一家老字号
上市公司，此举收到的除了罚单，还有行业
的谴责和消费者的质疑，无疑破坏了数百
年来辛苦塑造的口碑。

买好评不仅侵犯消费者权益、破坏商品
评价机制，也对市场秩序造成了负面影响，
使诚信经营、专心做产品的企业遭受不公平
的竞争。如果不进行治理，将造成劣币驱逐
良币的乱象。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电子商务法、广告法都对虚假宣传
作出了规定，买好评行为违背了相关法律法
规，欺骗、误导消费者，将依法受到惩处。

通过广告宣传来提升销量无可厚非，
但前提是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花哨的营销手段背后，真正要聚焦的是产
品本身。老字号企业“翻车”被罚，给其他有
类似举动或计划采取类似举动的企业敲响
了一记警钟。一个品牌要塑造口碑，不能靠
买好评投机取巧，一家企业要长久立足，必
须通过提供真实、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来赢
得消费者的信任与尊重。（据经济日报）

为考研贫困生悄悄打钱
温暖体面也是大学之“大”

连日来，一则吉林大学为千名考研贫
困生悄悄打钱的消息，引发了网络热议。12
月16日，该校一名考研生对记者称，临近开
考酒店涨价，学校发放的500元补助，正好
可以解决考试期间的住宿费和交通费。校
方表示，此次累计向家庭经济困难的一千
名考研生发放了近80万元考研补贴。

学生的家庭条件千差万别，但大学努
力拉平这条起跑线，将每位学生托举到大
致相同的水位，也丰富了大学之“大”的内
涵。这反映了一种深层次的思维改变，高等
教育逐渐告别一种“苦读”叙事——— 如今的
教育重心开始回归到具体的人，开始花大
力气把经费花在改善学生生活上。

这种理念其实也是非功利化的。可以
想象，这对于提升学校排名之类恐怕作用不
大，也大概不会出现在各类大学排行的评价
标准里。但大学依然愿意掏出“真金白银”，
意味着学生的生活本身开始占据学校重要
的视野，学校不再只盯着排名、评分之类的

“可视化成绩”。这或许意味着宠学生开始
“卷”出新的高度。社会也乐见这种“卷”，希
望学校“争先恐后”地宠学生能成为一种基
本操作，让大学真正成为安心学习、感知美
好、收获尊严的理想之所。（据红星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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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老师借课带学生打雪仗走红，谁该反思

这两天，北京迎来全市范围降雪，北
方冬季传统技能“堆雪人”“打雪仗”纷纷
上线。北京的一所学校内，一名体育老师
向班主任借了节课，带六年级的学生打
雪仗，还用视频记录下快乐的瞬间。视频
中，学生们一听到老师的对话，立刻欢呼
雀跃起来，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孩子们
的开心。

体育老师借课打雪仗，本身并不是
什么大事，但却意外“走红”了。“我儿子
说，体育课门都没出去，别说打雪仗了。”
北京的一位朋友看到这件事后在朋友圈
里所发出的感慨，或许可以管中窥豹。毫
不夸张地说，正因为孩子们被关在教室
里成了常态，体育老师借课打雪仗才成
了新闻。其实，不要说是上课期间不允
许，即便下了课，很多学校也会阻止学生
打雪仗。

体育老师的“硬气”固然值得点赞，
现实中的学校为何对学生打雪仗“严防

死守”，或许更值得好好反思。孩子的“打
雪仗自由”，不能仅仅依赖个别体育老师
的“硬气”和班主任的“通融”。

具体而言，学校之所以在打雪仗上
如此不近人情，主要可以归结为两大原
因：一是怕出现安全问题；二则是担心学
生“放飞”之后会影响学习。

平心而论，学校的担忧并非毫无道
理。如果放开让学生打雪仗，难免会传出
教室玻璃的破碎声音，个别学生也可能
滑倒受伤，如果只是擦破点皮的小伤或
许没啥关系，万一摔得有点重，那就会带
来不小的麻烦。而且，学生如果在课间

“放飞”之后，一时之间确实会有点心浮
气躁，上课后可能很难马上把心收回来。

不过，上述顾虑都不能成为阻止学
生打雪仗的理由。碎几块玻璃，只是微不
足道的小事，而且现在很多学校已经安
装了钢化玻璃，雪球已经不太可能造成
威胁。学生因为课间“放飞”而影响上课，

偶尔一两次又有啥关系？一张一弛，文武
之道。孩子们通过打雪仗，心情可以得到
放松宣泄，还有助于以更饱满的状态投
入学习，担心啥呢？反之，孩子们如果被
禁锢在教室里，会有心情好好学习吗？

至于学生可能滑倒摔伤，这样的意
外确实防不胜防，但绝不能因噎废食。按
照这样逻辑，学生在下雪天走到食堂里
吃饭，路上也可能出现“状况”，又该咋
办？堵不如疏，只要学校能给予合理的引
导，尽了教育之力，基本上可以有效防范
未然。即便还是出现了意外，相关各方也
会理解，学校也不用过于顾虑要担负什
么责任。

体育老师借课打雪仗走红，警示学
校管理者们要尊重孩子的心理需求，主
动改变僵化的管理思维，学会适当放手
并进行合理的引导规范，让孩子们充分
享受“打雪仗自由”。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患者看病逃单
损失岂能让医务人员承担

近日，多位医务人员提出，要想实现
“先诊疗后付费”，就要先解决就医逃单问
题。一份针对患者逃单现象的调查报告显
示，湖北省某医院一名医生在给患者做完
手术后，发现该患者在应当交费前从医院
偷偷溜走，多次联系无果，最终医院领导决
定这笔费用由医生所在的科室承担。

显然，让医务人员承担这笔损失，既不
合理，更不合法。这不仅是对医生劳动成果
的不尊重，也增加了他们的经济负担，挫伤
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再者，倘若不是因为
医护人员职务上的过错，医院却要在其工
资中扣除损失，是违反劳动合同法的。因
此，于情于理于法，患者逃单的损失都不应
该让医务人员承担。

有关部门应积极探索、建立更完善的医
疗诚信体系。同时，国家也应当建立患者逃
单补偿制度，让医护人员心无旁骛地为患者
看病。当然，也要看到一些患者并非有意欠
费，而是家庭确实存在困难。对此，有关部门
还需进一步明确帮扶标准，让真正有困难的
就医群体，可以通过申请补助等方式完成付
费。只有多方努力，才能建立起一个公平、公
正、和谐的医疗服务环境。（据正观黄河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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