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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微评论

众议
今日烟台

热热帖帖

隔刘凯玲

正视老字号

迫在眉睫
穆玉强

如何看待孩子

假期参加补习

锦章照相馆是烟台的

老字号，它被拍卖，惹起一

片热议，有人怀念它拍摄的

全家福，有人批评老字号吃

老本，跟不上商品大潮……

那么，老字号真的该消亡

吗？不该消亡，老字号带给

我们的又会是什么。

烟台作为一个古老的

商埠，确实有不少闻名遐迩

的百年老店，例如获得过巴

拿马金奖的张裕葡萄酒，被

誉为机械工业翘足的宝时

(北极星 )座钟等等。烟台还

曾是南北中草药荟萃，中西

药具备的药材集散地，所以

在烟台街道上会看到类似

宏仁堂 (分店 )、生生堂的药

铺，南洋大药房的药店。烟

台曾经也是最重要的京剧

码头，像老半半堂的戏剧为

几代京剧名角所青睐……

无可讳言，这些老字号现在

不再辉煌了。

在我看来，老字号之所以

不能让人忘怀，最可贵的不是

某种技术，也不是某种产品，

而是“商业伦理观念”。例如，

爱国精神。在上世纪崛起的企

业大都本着“实业救国”的思

想起家。张裕凭着百折不挠的

勇气在国际竞争中靠优质夺

冠，是这种精神令它成为翘

楚，今日不亦要爱国才能使企

业永葆青春吗？

烟台的百年老店，诚信

第一，讲求和气生财，昔日

靠此顾客盈门，今天不亦要

靠此令企业兴旺发达吗？再

如质量第一，老字号莫不苦

练内功，经营一丝不苟，靠

此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今

日，这些传统也可作为企业

做大做强的法宝。

正视老字号，是一个迫

在眉睫的大问题，应当引起

重视。

中国有句老话，救人如救
火。老奶奶跌倒在地，满脸是
血，无疑需要及时救助。然而
老人倒地的现场只有人围观，

没有人上前帮扶。两名高三学
生挺身而出，不仅扶起老人，

还将老人送进医院包扎并垫
付医药费。学生救人是一面镜
子，既照出了学生的淳朴、善
良，也照出了成人的素质与道
德。少年的义举既值得学习，

也令人汗颜与警醒。

两名少年的义举无疑值

得肯定与褒奖。学校给予了奖
励，深圳市见义勇为基金会也

给每人颁发1万元奖励慰问
金。罗湖区教育局授予两位学
生“助人为乐阳光好少年”的
荣誉称号。

在网上，尽管学生的义举
受到了广泛赞誉，但是仍有不
少网友表示自己不会这么做。

有网友说，万元奖金诚可贵，

自保更重要。也有网友表示，

渴望人际关系回归真诚，防止
好心人被诬陷。

毋庸讳言，在当前的社会
环境下，见义不为、各扫门前
雪的人确实存在，但这种人毕
竟不能代表社会的主流。更不
等于大家都认同这种做法，这
种做法不仅不应被提倡，更应
该受到谴责。

应该承认，当今社会确有
人恩将仇报、“倒打一耙”，讹
诈好人。但是我们在反思如何
避免好人被诬陷，鼓励公众见
义勇为、乐于助人的同时，也

不能因为有好人被诬陷，就忘
记了自己的道德责任。

令人庆幸的是，两名学
生挺身而出，矫正了我们的
习惯看法，挽救了人与人之
间的信任危机。深圳市重奖
救人少年在帮我们驱散心灵
深处的冷漠阴霾。虽然一个两
个人的道德力量，一次两次重
奖行动不足以改变舆论取向，

但是我们都有义务坚守道德
底线，建设自己的灵魂家园。

只有相信世上还是好人多，

人人献出一份爱，世界才会
变得更加美好。

发帖：

@胶东在线网友：

孩子要放假了，可是
很多家长让孩子参加补习
班，培养特长，大家是如何

看待的呢？

跟帖：

@123：

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

年吧。

@DD：

我不反对兴趣班，学

琴、画画等，但不赞成补习

班，好不容易放假了，就饶

了孩子们吧。

@小荷家长：

现在花钱补习是风

气，我们的孩子不去的话

就跟不上了。

@家长：

不上课就是在家里玩

电脑，还不如去补课呢。

@十三中家长：

周末上英语特长班，

作业又紧张，假期还是休

息一下吧。

@111：

我的孩子有一门很

差，找了一个很好的老师

给他辅导，一段时间以后，

孩子的成绩上去了，我认

为还是有用的。但一定要

找好的老师。

@家长：

应该尊重孩子的选

择，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

@wsl01：

寒假应以休息为主，

但是根据各人的不同情况

对自己的弱势科目进行补

习也是可以的。关键是要

找一个好老师指点。

整理 本报记者 魏衍艳

征稿启事

“奇山所”是本报新开的

面向烟台市民的评论专版，说

咱烟台百姓的事，拉咱烟台百

姓的理，是百姓发言的舞台，

网友评说的天地。来稿邮件地

址：qlwbqss@163 .com，见报即

付稿酬。同时，为联系读者，开

门办报，开通QQ群：110841928，

期待广大有兴趣的读者和作

者加入。 更多详见齐鲁晚报报网互动论坛 http：//bbs.qlwb.com.cn/

重奖救人少年留住
“滑坡”的见义勇为精神

新闻：去年，重庆人买一张电影票平均要花33 . 6元。这一价格水平，已直逼美国、法国
和新加坡。但是，重庆人的收入，和差距最近的新加坡相比，还不到其12%。影院称降价已无
空间。(重庆华龙网 1月13日)

微评：电影票价已提前与国际接轨。

新闻：由中国北车集团唐山轨道客车有限公司自主创新研制的新一代“和谐号”

CRH380BL高速动车组，在京沪高速铁路先导段运行试验中创造了每小时487 . 3公里的
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再次刷新此前该公司创造的486 . 1公里的世界纪录。(新华网

1月13日)

微评：但愿高速度与高票价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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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人熊良山1989年到上海工作，至今22年，起初每年春节乘轮船回家过年。1998年轮船停
开后，一直到2010年，12年的时间内，熊良山夫妇仅在2002年想孩子想到寝食难安时回家了一

趟，以至于2008年儿子来上海看望父母时，熊良山夫妇竟然认错了人。(东方早报)

噪2011年世界经济的三大地

雷：新兴市场债券，西班牙国债、银

行，美国国债。(陶冬 经济学家)

噪办好“春运”，更能体现大国

崛起的“软实力”，也是底层民众分
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切实渠道。

(沈彬 法律工作者)

噪“一元公寓”对更多城市来

说，或许只是一个象征词汇，它应

该是“低廉住房”的代名词，以此作

为比喻，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城市

需要给低收入人群提供低廉的居

所。(新京报 社论)

新闻：民革长沙开福区主委黄嘉杰1月11日晚在红网发帖，建议大学设置拆迁专业，期
待通过此举减少和避免拆迁矛盾。此前十年，黄在捞刀河镇任规划所所长，一直参与一线
拆迁。“拆过的房子有一、两千多户。”(潇湘晨报 1月13日)

微评：建议拆迁专业将武术作为必修课程。

新闻：导演郑洞天指出：“2010年拍摄出的影片一共有626部，但其中真正进入院线上映
的只有120部左右，也就是说，有500多部没有人看到，4/5的电影拍完就算了。”（北京晨报

1月13日）

微评：上映的五分之一中，有票房、有影响的又有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