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或许是因为最近娱乐新
闻看得太多了，很多人已经把
四年一届的奥运会忘在脑后
了。直到17日上午，中国女排战
满五局，3:2战胜卫冕冠军巴西
队，这才让一些人把注意力又转
回了“体育频道”。伴随着这场艰
苦的胜利，在女排姑娘们赢得普
遍赞誉的同时，“女排精神”这个
尘封已久的名词再度被提起。

谈到“女排精神”，身为中
国女排主教练同时也是“五连
冠”功臣的郎平，称得上是最有
发言权了，她在赛后就说，“女排
精神不是赢球就有，输球就没
有。”言外之意，运动员表现出来
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并不能
完全决定比赛的结果，而比赛的
胜负有时候也并不能反映选手
的精神面貌。其实，这就给了人
们一个看待竞技体育的新视角，
以此去思考竞技体育成绩是由
哪些因素决定的。

回顾中国女排与巴西的

这场比赛，可以明显地看出，
女排姑娘们不光有战斗到底
的决心，更重要的在于她们有取
得胜利的实力。平心而论，中国
女排在世界上一直是公认的强
队，最近几年虽说没能复制“五
连冠”的伟业，但好成绩也是取
得了不少。这支队伍，有极具天
赋的队员，有水平极高的教练
组，平日里有刻苦的、成体系的
训练，也不乏大赛经验，这些都
为战胜强敌打下了基础。有了
这样的基础，遭遇强敌才不
慌，不会像某些项目那样，动
不动就患上“恐某症”。

之所以这么说，并非否定
拼搏精神的重要性，而是要思
考到底有哪些因素影响着竞
技体育的成绩，这些因素又分
别起着怎样的作用。像中国女
排对阵巴西，从最后的比分和
比赛过程都能够看出，两队实
力是旗鼓相当的，这时候竞技
精神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越

是顽强自信的队伍，就越有机
会笑到最后。中国女排的姑娘
就具备这样的素质，而巴西队
却在决胜局里多次出现不该
有的失误。再看乒乓球项目，
就没有这么复杂了，因为众所
周知，同时也是官方说法，在
实力上“中国还能领先十年”。
所以到了赛场，张继科稍微醒
醒神，日本选手就连输三局，
福原爱的眼泪都流干了，还是
会败给“流水的大魔王”，这就
是实力差距起到决定性作用。

当然，也不否认赛场上总
会有不可控的偶然因素，比如
有人冷不丁地扑向终点线，但
仔细想想，跑在最后的运动员
扑得再狠，也没有拿牌的可
能。其实在各个项目都能看
到，实力是好成绩的基础，这
是先决条件，而拼搏精神在迎
战强敌时更能发挥作用。所以
才 有 这 样 一 个 普 遍 的 认
识——— 奥运竞技的背后是实

力的比拼，因为国力强弱和一
国的体育机制，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运动员能够得到怎样的
支持，以及在怎样的环境中成
长。对于奥运健儿来说，他们
是在拼精神、拼斗志，更是在
拼训练、拼装备、拼国家与社
会的支持力度。

明白了实力与精神的不
同作用，更有利于人们理性地
看待奥运成绩，既不陷入“唯
金牌论”的俗套，也不盲目地

“看淡金牌”。明明有实力摘金
夺银却空手而归的，就得在态
度上做些反思；本就实力有差
距的项目，也不必对失牌耿耿
于怀。只有理性科学地去看待
影响竞技体育成绩的因素，才
能更好地认识到优势和差距，
为以后能够“更快更高更强”
奠定基础。如果实力达到了世
界一流，又有团结拼搏的“女
排精神”做保障，优异的竞技
成绩自然不在话下。

因为有实力，“女排精神”才会更闪亮

运动员表现出来的精神风
貌和心理状态，并不能完全决
定比赛的结果，而比赛的胜负
有时候也并不能反映选手的精
神状态。其实，这就给了人们一
个看待竞技体育的新视角，以
此去思考竞技体育成绩是由哪
些因素决定的。

宝强婚变

葛舆论场 □王学钧

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作
为公众人物的王宝强却如此决
绝。对此，“房地产商中的哲学
家”冯仑首先看到的是“傻根的
愤怒”，他在自媒体上以此为题
发文指出：“傻根的确太愤怒
了，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断其
生路，灭其前程。”新浪“锐见”

《王宝强，一个老实人的博弈》
一文则将此理解为一次博弈，
王宝强以此昭告天下：“我可以
做老实人，但如果你对我损害
太大，我一定会激烈反击。”时
评人曹林在自媒体发表《从王
宝强离婚舆情看新闻发布和引
导技巧》一文，通过对王宝强离
婚声明发布时间、措辞尺度、传
播效果的研判，对王宝强团队
的“舆论情商”给予高度评价。

“凤凰评论”的《王宝强和外面
那些“妖艳贱货”不一样》一文
则直接激赏王宝强的“把自己
的伤口呈现给世界围观”的“勇
气与直接”。

当然，也有人对这种“勇气
和直接”不以为然。《南方都市
报》评论文章《娱乐圈应告别

“休妻式”分手》认为，虽为受害
者，王宝强的做法却难说是“成
熟、体面和现代人的分手方
式”。《法制日报》时评《娱乐圈
需要一点公共意识》更是提醒
王宝强注意公德——— 婚姻有赖
于双方的经营维系,发生问题,没
有任何一方有绝对的道德优

势。“如果一个公众人物缺乏公
共意识,动辄把自己的私事公之
于众,创建公共话题,那么就显得
毫无公德之心。”

某些“精英”则在批评之路
上走得更远。新京报微信公众
号“沸腾”发表《吊打“奸夫淫
妇”，王宝强还迷恋着农耕时代
的价值观》一文，将王宝强之举
斥为农耕时代的“吊打奸夫淫
妇”，认为婚姻讲究“门当户
对”，如果其中一方始终去不掉
身上的“泥腥味、土渣味”，价值
观停留在“傻根的段位”，婚姻出
问题是必然的。微信公众号“冰
川思想库”的《王宝强离婚声明：
一个乡鄙野夫的野蛮复仇》一文
则直指王宝强“文化修养的缺
乏”———“王宝强的表现，不就是
活脱脱的一个河北农民被隔壁
老王戴了绿帽子，站在村口骂街
的样子吗？”该公众号的另一长
文《王宝强离婚门是一场法盲的
狂欢》更进一步将王宝强及其拥
趸定义为“法盲”。因为，“王宝强
和马蓉虽是夫妻，但是马蓉仍然
是独立的个体，王宝强并没有
公布妻子私生活、婚外性行为
的自由和权利。”

眼看“吊打奸夫淫妇”演变
成“吊打王宝强”，一些论者拍
案而起。微信公众号“人文经济
学会”发表《批判王宝强前妻才
是维护正义》一文，认为某些

“知识人”对王宝强的自保之举
加以挞伐，“刻意地高标自榜，
蔑视传统价值，已经达到曲解

是非、不顾人情的地步”。《中国
青年报》时评《面对王宝强婚变

围观可以围殴不行》则干脆
对“围殴”者喊停，王宝强的个
人选择——— 决定离婚、发表声
明、自我表白并指责对方、声明
发布时机和方式等，均属于其
个人自由及权利，你们管不着！

某些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围
观，同样引起了人们的警觉。新
华社时评《媒体炒作娱乐新闻
不能伤及孩子》提醒道，巨大的
舆论漩涡已经把两个无辜的孩
子卷了进去，“不能让好奇的目
光越过道德和法律的堤坎。”

《钱江晚报》时评《王宝强闹婚
变，有人在“递刀子”》告诫围观
者，“这时候真的不该再火上浇
油，给任何一方‘递刀子’”，“网
上声音难以强求一致，基本的

‘三观’却不可丧失。”《广州日
报》时评《围观明星婚变，谣言不
能兴风作浪》针对舆论场上的

“狂轰滥炸”“尘土飞扬”，奉劝围
观者爱护网络环境，“守住道德
的底线，绷紧守法这根弦”。搜狐
博客一篇题为《王宝强离婚旋风
卷起的人性垃圾》的博文这样说
道：“王宝强的离婚旋风，卷起了
一些人人性深处的垃圾品性，
让垃圾随风飘舞。可悲的是，转
发传播者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
成为人性垃圾污染的合谋。”

天下有贼，贼在人心。面对
“傻根休妻”这出悲剧，愿每个
人都能洞见人性的幽暗，并且
不被吞没。

□房清江

近日，南京推出了全国首
款“龙虾保险”(食品安全责任
险)，目前，已经有五家饭店购
买了小龙虾保险，因食用小龙
虾后出现横纹肌溶解症，市民
最高可以获得两万元的理赔。
(8月18日《现代快报》)

“龙虾险”其实是食品安
全责任险，新的食品安全法第四
十条规定，国家鼓励食品生产经
营企业参加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食品安全责任险在我国才起步，
一些地方陆续推行，而在世界上
一些国家已经是普遍做法，甚至

被立法定位为类似于机动车交
强险的强制险。

食品安全责任险，通过强
制保险的方式，增强应对食品
安全事故的赔偿能力，以减轻
企业与政府的负担，给企业在
食品生产与经营过程中不可
预料的安全风险提供赔付保
障。食安险推行以来，一直处
于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叫好是
因为这一保险制度能增强企
业的赔偿能力，更好地保障消
费者的权益。不叫座则因为食
品安全事故的认定、责任的区
分困难，同时，到底是食品生
产经营者违法违规所致，还是
属于非故意、人力不可抗拒的
因素所致，没有清晰标准。

目前，食安险并不是强制
险，而是纯粹的商业保险，食
品生产经营企业可以选择买
或者不买。而基于食品安全事
故的上述特性——— 发生概率
低、责任界线模糊、出现的纠
纷与消费者维权争议的可能
更小等，商家购买保险的意愿
明显不足。这也决定了保险机
构很难设计出既契合食品安
全生产经营企业需要，又能满
足商业利益的保险产品。

“龙虾险”的出现，虽然可
以视作食安险落地的开始，但
又带有明显的特殊性。它之所
以能够推动商业保险与龙虾
专营餐饮企业契合，还是源于
食用小龙虾与出现横纹肌溶

解症，有相对确切的关联。此
外，商家除了需要增强自身的
赔付能力之外，更大的意图恐
怕还是在做广告，确立一个对
食品消费安全负责的形象，助
力营销。

当然，“龙虾险”也有启示
意义，推行食安险虽然由市场
决定，但是需求的驱动要始终
建立在消费者食品安全权益
的保护上。比如，立法完善食
品消费安全纠纷的处理、损害
的认定等机制，实行举证责任
倒置，提高食品安全损害民事
赔偿的标准等等，倒逼食品生
产经营企业更重视食品安全。

一双夫妻成了一对仇敌，
一件私事成了一桩公案。8月14
日凌晨，知名演员王宝强突发
微博“休妻”，理由是妻子马蓉
出轨。这封“休书”刹那间引爆
舆论场，其势头之猛，就连如火
如荼的里约奥运都黯然失色。
央视“段子手”白岩松如此感
慨：因为王宝强，奥运会仿佛已
经闭幕！在无人不说王宝强的
滔滔声浪之中，甚至还有少林
寺方丈释永信对俗家弟子的问
候：有我在，不怕！

近日，三亚交警针对电动
车闯红灯现象，祭出一招：在
对违法者进行交通安全教育
的同时，也向其家人、同事及
其周围的群众宣传闯红灯的
危害性。当地一位大妈因闯红
灯被蹲点便衣交警盯上并追
到家里，全家人一起观看了执
法人员带来的交通事故视频。

看来，当地为遏制电动车
闯红灯现象也是拼了。这么
做，却有不妥之处。这其实混
淆了交通违法处罚与交通安
全教育的区别。让这位大妈看
闯红灯造成交通事故的视频，
是以批评教育为主的一种处
罚方式；让她的家人看视频，
则属于道路安全宣传教育。固
然每个人都有了解道路安全
法规的必要，但这不能强制，
更不能是一种处罚。

当地这么做，恐怕还是想
达到一种震慑效果，从而让违法
者不敢再违法，让其他人有所忌
惮。否则的话，根本没有必要把
违法行为人的家人、同事都扯进
来。但这么做，就成了变相株连。
张三违法，李四也跟着遭殃，这
并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不管
这一招多么有效，其合法性和
正当性都值得质疑。

据悉，三亚正举全市之力
全面推进“双修”“双城”建设，
三亚交警全员参与其中。这是
当地对电动车闯红灯等交通违
法行为加大整治力度的背景，也
是推行“一人闯红灯，全家学交
规”的直接原因。这种急功近利
的做法，可能导致在执法过程中
忽视相关法规要求，造成对法
律精神本身的伤害。

小小的闯红灯问题，其实
反映了一个地方文明与法治
的面貌。这既与个人素质有
关，也和城市文明有关，还与
法规措施的创设及其执行有
关。如果多数人不把交通法规
放在眼里，天天上演“中国式
过马路”，法规就可能沦为一
纸空文。反过来，如果日常执
法行之有效，交通管理措施得
当，这种现象就会大为减少，
城市文明也将得到提升。(摘自

《钱江晚报》，作者魏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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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媒体视点

“龙虾险”只是食安险的一个特例

葛一家之言

一人闯红灯

岂能全家学交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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