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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王玉初

据西安交通大学官网消息：4
月17日，西安交大召开科技工作
会议。在总结讲话时，校党委书
记张迈曾以一个特殊方式开场，
他一口气完成30余个动作标准的
俯卧撑。

做30个俯卧撑，算不了什么。
但是，一位66岁的老人能做30余个
俯卧撑，还是蛮厉害的。更何况，他
是一位副部级的官员。在人们的心
目中，许多官员平时忙于工作多于

锻炼身体，别说做30余个俯卧撑，
做十几个估计就撑不住。于是乎，
一个66岁的副部级官员，在大庭广
众面前表演俯卧撑，自然能成为难
得一见的花絮新闻。看后，令人一
乐，也让人生出些感慨。

健康，莫等生病之后才重视。
在身体没拉警报之前，很多人都不
太注意，该喝的酒照喝，要熬的夜
照熬，要吃的垃圾食品照吃。更何
况社会压力比较大，能不牺牲点健
康多赚点钱，好在日常生活中过得
好点吗？最近，家人的身体查出了

问题，这才让我反思：我们过去的
生活方式合适吗？以前熬夜是常
态，为了赚钱而牺牲掉了锻炼的时
间，甚至以工作忙为由疏忽了必要
的体检。结果，一切得从零开始，只
为了健康。

健康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
新冠肺炎暴发之初，钟南山临危
受命。这时，不少人在担心他84岁
的高龄，身体吃得消吗？事实让
国人大为放心。钟南山尽管高
龄，但长年坚持锻炼，仍有一副
不错的身板，仍能为国为民贡献

着自己巨大的能量。无论是高端
人才，还是普通群众，保有健康
都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清华大学
校内曾贴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
年”的标语。只有健康这个“1”，后
面才有更多为国为民服务的“0”。
对普通人来说，健康是家庭幸福
之源，同时也是国家医疗保障体
系中的一分子。健康问题，是国
家和社会的大事儿。

另外，关注“做30个俯卧撑”
这个开场白还与亲民有关。在大
会上作总结讲话，一些人总是让

人觉得官味十足，听之乏味。而
以做俯卧撑的方式作开场白，全
场一起数数，气氛活跃程度可以
想象。这样的示范，既亲民，又有
教育意义：教会他人也要关注身
体健康，要让老当益壮成为现
实；同时教会一些人要放下身
段，少些正襟危坐和高高在上。

无论是健康教育，还是亲民
之举，“做30个俯卧撑”的开场白
都别有一番风味。

葛公民论坛

如果“不打工男”愿意打工了，何乐而不为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这几天，刑释人员周某齐成
了舆论场上的热点人物。这位因
偷盗而锒铛入狱的南宁男子，曾
因一句“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
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而走红网
络。刑满出狱之际，他又因受到三
十多家网红经纪公司或直播平台
的疯狂追捧而引发热议。

相比之下，舆论的基调已有
了明显的转变。上一回，人们对周
某齐的热议更多的是对“不打工
男”的嘲讽与调侃。一个身强力壮
的年轻男子，竟理直气壮地走出
了宁愿偷盗也不打工的人生之

路，的确够奇葩够可笑。这一次，
舆论不再像上一次那么“轻松”，
更多呈现的是一种激烈的道德义
愤。

在不少人看来，争抢“不打
工男”的企业“病得不轻”。要知
道，“不打工男”的人设并不光
彩：小学文化，无业，自称喜欢
赌钱，有时输到一分钱都不剩，
没有钱之后就偷盗电动车，然
后拿着赃款出入KTV、玩游戏
机，曾因此入狱四次。就是这样
一个人，竟有三十多家网红经
纪公司或直播平台趋之若鹜，
高薪争相与之签约，有些公司
许诺的薪金甚至高达二三百万

元。为了蹭流量而消费别人的
“不堪”已经很不道德了，更严
重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追捧一
个“不堪”的人就意味着对某种

“不堪”价值观的认同。也正因
为如此，一些人从争抢“不打工
男”的“狂欢”中看到价值观的
扭曲，认为这在客观上达成了
一种对盗窃、对不劳而获的“盖
章 认 证 ”，并 为 此 而 义 愤 填
膺——— 如果“不劳而获”的周某
齐赚到大钱了，你让那些勤勤
恳恳工作的人怎么想？如果“流
量营销”可以无所顾忌不择手
段，你让那些规规矩矩经营的
企业怎么办？

这种道德义愤很有必要，至
少可以让我们对某些社会现象保
持必要的警惕。但是，对这种道德
义愤本身也应保持必要的警惕。
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网红经济虽
然在一些时候“吃相”很难看，但
这并不意味着，它有着与生俱来、
不可“饶恕”的“原罪”。从这个角
度看，对多家网红经纪公司或直
播平台争夺“不打工男”的行为不
能一概而论，更不能全盘否定，一
棍子打死。

更要紧的是，不能因为激
愤而忽视了“不打工男”的正当
权利。仔细打量就会发现，不少
人的道德义愤是基于周某齐的

某种既定人设。虽然如今他已
刑满释放，但在一些人心里，他
似乎还是以前那个好逸恶劳、
惯于偷盗的“不打工男”。这种

“心理定式”显然是有问题的。
你怎么就能断定，一个曾经迷
失的年轻人不会在出狱之后改
过自新重新做人呢？

无论如何，不能因道德激情
而心生歧视，丧失了应有的平等
视角。在这个意义上，“不打工男”
出狱后坚持不外出打工而是留在
家里种地，我们应该尊重他的选
择；哪一天他改变主意，进入网红
公司或直播平台打工，我们同样
应该尊重他的选择。

虽然周某齐如今已刑满释放，但在一些人心里，他似乎还是以前那个好逸
恶劳、惯于偷盗的“不打工男”。这种“心理定式”显然是有问题的。你怎么就能
断定，一个曾经迷失的年轻人不会在出狱之后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呢？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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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30个俯卧撑”的开场白别有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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