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5后夫妻开着收割机纵横中国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
合报道《一年三季，95后夫妻开着收割机
纵横中国，一路收获一路歌｜三工视频·新
360行之新麦客》

6 月 10 日，河北邯郸市魏县北皋镇旧魏县村的麦田

里一派繁忙景象，来自河南开封通许县的麦客夫妻张孟

飞和王素丽正在忙着抢收成熟的小麦。为了保证麦收

顺利，全国粮食产能县魏县为跨区作业的麦客提供了农

机手驿站，利用先进的网络服务和现代化技术，为县内

外农机手提供信息、食宿、维修、油料等志愿服务。

（本报记者 李昱霖 王伟伟 雷宇翔）

90后工人入选高考作文题，意味着什么？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
合报道《劳动者权益小课堂 | 疫情期间单
位通知降薪，到底行不行？》

根据相关规定，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

难的，可以通过与职工协商一致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

休、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因此，降薪的合法性

取决于单位采取的降薪方式。如果与员工协商一致降

薪，法律是允许的。如果企业未经与员工协商一致，且无

其他合理理由，单方面强制决定员工集体降薪，则是不合

法的。 （本报记者 卢越 雷宇翔）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
合报道《惊险的云南独龙江巡边路上，戍
边人脚绑胶带防蚂蟥》

怒江大峡谷烈日炎炎，云南独龙江乡迎来了连日的

大雨，每年长达 280多天的雨季，让当地的巡逻路变得异

常湿滑。6月 9日下午，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所长邓湘河带

着民辅警行走在边境上，和往常一样，他们要开展辖区巡

逻工作。腐烂的草丛、枯枝旁不知名的毒虫、旱蚂蟥都对

他们构成了威胁……

（本报记者 赵黎浩 本报通讯员 代超）

云南独龙江巡边路上的戍边人

6 月 7 日，各地高考作文题新鲜出炉，而浙江卷的作

文题，引起了工小妹的注意。作文的阅读材料中提到 90
后青年工人杨杰，从一名普通的学徒工成长为浙江工

匠，获得浙江省劳动模范称号。这意味着什么？一起来

看！ （本报记者 贺少成 付子晴 肖婕妤）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
合报道《工小妹：90后工人入选高考作文
题，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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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单位降薪，到底行不行？

6 月 12 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 70 周

年院庆日，人艺首次采用 8K技术录制并通过

互联网直播线上线下同步推出经典剧目《茶

馆》，高达 5000万人次涌进直播间，有网友给

出了多年前戏迷们给予这部经典作品的评价

——“戏魂国粹”。

弹幕刷屏、热搜不断，今天的戏迷用新的

方式致敬经典，致敬老牌院团“为人民而歌、

与时代同行”的创新实践，更表达着观众对高

质量文艺作品的渴求。

在《茶馆》《雷雨》《日出》《龙须沟》等“看

家戏”之外，《窝头会馆》《李白》《天下第一楼》

等人艺的一批新戏，也正走在成为时代经典

的路上。

是什么支撑着北京人艺不断创造经典、

持续传承经典？

“戏比天大”——挂在北京人艺排练厅里

的四个字，告诉了我们答案。

在话剧舞台上，没有配音、没有滤镜、没

有剪辑，需要经得起推敲的本子、真正过硬

的表演，需要演员之间每一秒都恰到好处的

配合。当年重排《雷雨》，用了近 8个月时间，

这个付出与产出的“性价比”出乎很多人的

想象。

对照来看，时下一部电影一个月出炉，

一部电视剧 40 天杀青，有的“网红”“大腕”

几乎从来不花时间背台词、走台步，甚至不

必亲自排练。剧本不行，有资本青睐就行；

台词不行，找个配音演员就行；表演不行，

滤镜磨皮就行；啥啥都不行，制造话题有流

量就行……一些主创人员缺乏在培根铸魂

上展现新担当的使命感、在守正创新上实

现新作为的责任感，其心思更多地放在了

名和利上。

“戏比天大”，无论是演员还是幕后工作

人员，都要把演戏这事当回事。演戏是职业，

也是事业，它是“为人民而生”，从业者不能奔

着流量去、围着资本转。北京人艺一位创始

人曾用“一棵菜”解读“戏比天大”：人艺就像

一棵菜，无论导演、演员还是幕后，都像菜心、

菜叶、菜帮一样围绕着艺术这个根，他们缺一

不可。

将“戏比天大”贯穿职业生涯始终，需要

真正热爱艺术，也有决心和定力投身于此。

“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成就伟大的作

品，成为伟大的演员，要付出很多，要经受诸

多考验，这条道路漫长艰辛，不乏“乱花渐欲

迷人眼”的岔路。但凡起了“走捷径”的心，着

了功名利禄的道儿，很难坚守初衷。

热衷上综艺，磨炼不出演技，刷个脸熟而

已；一个月拍 40集电视剧，不可能成就经典，

蹭一波流量而已；同时拍三四部戏，很难成就

立得住的人物，赚一波快钱而已。艺术的长

空中，从不缺一闪而过的流星。但想要持续

发光发亮，需要把心扎下来，把情扎下来，甚

至穷其一生、孜孜不倦。

经典从来都是主创与观众的“双向奔

赴”，观众用一张张票、一次次点击、一句句点

评、一回回重播选出经典，并告诉创作者什么

样的作品能在时间的冲刷下历久弥新。

被重播 3000 多次的 86 版电视剧《西游

记》，只用一个机位拍摄下来，可见，没有大场

面、大制作，同样能震撼人心；演了 66 年、迭

代几代演员和导演的话剧《茶馆》，依旧原汁

原味地展现着老舍原著的魅力，可见，并不是

一味迎合时尚才能赢得年轻人的青睐；年初

重现万人空巷看剧盛景的电视剧《人世间》，

没有流量明星，没有制造噱头与话题，可见，

观众看重的是作品的温度与分量。

坚守人民立场，与人民共呼吸、与民族共

命运、与时代同步伐——期待更多文艺工作

者远离“悬浮剧”“套路剧”，沉下心来，真正把

戏看得比天大，用心、用情去创造经典、传承

经典，打造“戏魂国粹”。时代需要经典，人民

渴求经典。

坚守“戏比天大”，成就“戏魂国粹”
本报评论员 苏墨

图 说G

货真价实？
弓长

不久前，《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办

法》出台，其中明确，任何企业、组织和个

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不得

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文身。近日，

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就此释疑，明确表示

即使父母同意许可也依然不能提供文身

服务，父母经营的文身店也不能给自己

孩子文身。

父母作为未成年人的第一任老师，

家庭作为未成年人的第一个课堂，在未

成年人养成良好思想、品行、习惯的过程

中影响深远。上述回复释放出一个积极

信号——对未成年人必须特殊保护、优

先保护。

近年来，对涉未成年人问题的治理，

有关方面一边积极建章立制、不断完善

相关规定和法律，一边不断强化学校、家

庭教育的职责和义务。比如，民法典规

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

保护的义务；未成年人保护法里，家庭保

护章节位于相关保护章节首位，足以说

明家庭保护、监护责任的重要性；今年初

正式实施的家庭教育促进法，更是我国

首次就家庭教育进行专门立法，旨在指

导和服务家长开展家庭教育、划定家庭

教育的底线和标准。

应该说，这样的趋势有现实针对

性，也有其必要性。现实中，一些侵害

未成年人权益的行为或者未成年人犯

罪的诱因，往往来自家庭内部。相关数

据显示，一些省市办理的涉未成年人案

件中，近 80%的案件存在父母或其他监

护人放任、打骂体罚等家庭教育方式不

当问题。同时，一些家长放任未成年人

进入网吧、酒吧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

的场所，放任甚至唆使未成年人吸烟、

饮酒等，如此都是在消极履行保护未成

年人的责任。正因此，有关部门在相

关制度中继续细化规定，敦促家庭、父

母在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多作为、多

“履职”。

帮助未成年人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

子，关系着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未来。下

一步，有关方面还有必要从构建和谐家

庭氛围，培育积极健康的家庭文化等角

度着手，敦促包括父母在内的监护人提

高责任意识和能力，推动家庭教育、未成

年人保护力度不断迈上更高台阶。

父母允许也不能文身

传递何种信号？

玩“家暴梗”蹭流量，别把严肃问题娱乐化
胡欣红

据 6 月 14 日《法治日报》报道，近日，记

者在多个短视频平台以“家暴”“家暴段子”

等关键词检索，发现有不少视频以“家暴”为

主题创作所谓搞笑段子，还有一些人通过

“家暴妆”展现化妆技巧。多位专家说，将家

暴行为等社会严肃事件通过短视频“玩梗”，

有违公序良俗，或给社会大众特别是未成年

人带来负面导向。

在多元文化相互碰撞的短视频领域，只

要不违背法规和公序良俗，发布一些搞怪内

容，并无不妥。但“家暴梗”应该不在此列，因

为家暴不仅有悖道德情理，更可能构成违法

犯罪。

“家暴梗”看似是一种戏谑调侃，但这种

娱乐化的做法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家暴的

“罪恶感”——“家暴梗”短视频以娱乐大众为

目的，选择性地对家暴进行取舍，突出打趣调

侃的色彩，容易让人觉得家暴是一件“好玩”

的事儿，进而模糊了家暴的违法性和严重

性。如此潜移默化之中，很有可能带来负面

影响。一些公众人物玩“家暴梗”，更是一种

“恶示范”。

“家暴梗”泛滥，是一种流量病。时下，为

了最大程度博眼球，很多人跟风而上，怎么

“刺激”怎么来。一些社会恶性事件都成为段

子手蹭流量的内容，比如唐山烧烤店打人事

件，也有人蹭热度。此类通过短视频“玩梗”

将严肃问题娱乐化、低俗化的现象，不仅会压

缩理性讨论的空间，而且有美化暴力之嫌。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短视频创作不能

没有边界。近年来，监管部门不断加大对低

俗短视频的治理力度，相继出台了多项政策

法规。2022 年 3 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清

朗”系列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将全面清理

“色、丑、怪、假、俗、赌”等各类违法违规直播

和短视频列为重点整治内容。各地各有关平

台要积极落实，创作者也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平台需强化“把关人”意识，加强内容审

核，侧重对优秀内容的流量扶持。《互联网信

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明确提出，“算法

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坚持主流价值导向，优

化算法推荐服务机制，积极传播正能量，促进

算法应用向上向善”。当然，从需求端来说，

公众也要端正心态，不给低俗短视频滋长制

造机会和土壤。

最近，新东方的双语直播带货火了，有人

认为这昭示着传统的网红直播模式或许已经

到了十字路口，知识付费和知识直播等有含

金量的传播时代正在来临。同样道理，依赖

低俗、低质内容收割流量的短视频，只能在越

来越没下限的路上走向衰退。而惟有内容为

王、结合自身特色打造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才能行稳致远。这个道理，值得所有博主思

考、珍藏。

成就伟大的作品，成为伟大的
演员，要付出很多，要经受诸多考
验，这条道路漫长艰辛，不乏“乱花
渐欲迷人眼”的岔路。但凡起了“走
捷径”的心，着了功名利禄的道儿，
很难坚守初衷。

“听话水”大行其道令人不寒而栗
刘兵

据 6月 14日澎湃新闻网报道，近日，上海

外国语大学一男生在图书馆向一女生的饮料

中投入异物一事，引起广泛关注。据当地警

方通报，投放异物者为该校学生尹某，投放物

系其从网上购买的牛磺酸泡腾片。目前，警

方正在对此案开展进一步调查，涉案男生已

被学校依程序开除学籍。

上述新闻中，这名投放此物的男生，无论

其真实动机是什么，都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也让诸多女性，包括诸多女生的父母不寒而

栗、瑟瑟发抖。如果类似的事情再发生，女性

的安全感何在？公共安全和秩序如何保证？

涉事男子称其投放的异物为牛磺酸泡腾

片。现实中，这种牛磺酸产品常被不少电商

宣传为“听话水”，相关广告也比较露骨，诸如

“女友饮料”“速效速溶”“乖乖饮料”“给女孩

偷偷喝的饮料”等标签、介绍和配图，都具有

较强的性暗示色彩。但据专家介绍，牛磺酸

泡腾片的成分有牛磺酸、咖啡因、烟酰胺、肌

醇、维生素 B1B2 等，具有缓解疲劳、镇痛、解

热等作用，并不是催情药物。

“听话水”主要是指 GHB类药物，是中枢

神经系统抑制剂，因具有强烈镇静作用，被列

入一类或者二类精神管制药物，其生产、销售、

使用等环节也被严格管控。当这些“药物”可

以堂而皇之的在网络平台上宣传、售卖，很大

程度上会增加一些人购买、尝试乃至借此对女

性实施侵害的想法和可能性。

比如，去年 1月，一名刚入职某公司的 23
岁女性，跟上司去喝酒时被下迷药，导致七氟

烷中毒死亡；更早之前，浙江杭州一名被害人

遭到同事迷奸，涉案药物正是从网上购买

……有记者梳理发现，2018 年～2021 年，中

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上百起迷奸案件中，大

部分违法犯罪分子的迷药均从网上购买。这

必须引起重视。

不论真假，迷药在电商平台“大行其道”，

不仅有违社会公序良俗，而且涉嫌违法，还

可能诱发其它一些违法犯罪行为。兜售假迷

药本质上是一种欺诈行为，而真迷药可以随

意买到，对女性安全、对公共安全威胁更大。

因此，电商平台必须加强管理，一旦发现有商

家非法销售国家管制类药物或含有相关成

分的产品，要及时下架、封店、固定相关线

索，向有关部门报告。对监管方面来说，则

应完善生产、销售、准入等各个环节的监管

和执行制度，对于非法流向市场的药品予以

溯源。此外，司法机关也应以发布典型案例

等形式震慑不法分子和相关电商平台与商

家。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明知属于国家管制

的容易导致成瘾的麻醉药物或精神药物，仍

在网上出售，可能构成贩卖毒品罪；告知、指

导他人使用此类药物，则可能构成传授犯罪

方法罪，甚至可能成为强奸罪的共犯。当然，

对于把假迷药宣传、包装成真迷药的商家，平

台、监管部门也不能做事不管，虚假宣传、违

背公序良俗的宣传，同样要面临法律的制裁。

发生在高校里的上述案件，可能是个别

情况，但其暴露出的相关保健品、药品的售卖

乱象，以及背后潜藏的对社会治安和公众安

全感的威胁，是更具普遍性的问题。千万不

能等新闻热度消退之后，形形色色的迷药、

“听话水”卷土重来。

骆驼奶、羊奶、植物奶……据《楚天都市报》报道，近
年来，部分“小众奶”宣称营养价值高、脂肪含量低，在消
费市场上赢得一席之地。记者走访发现，不少所谓骆驼
奶、羊奶其实是混合奶粉，实际成分占比不大，营养价值
和养生功能有限。

随着技术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今市场上
不少产品分类更加细化。诸如“小众奶”等产品，如果真
具有所标示的成分与功效，消费者自然可以为其买单，怕
就怕一些商家打着稀有、小众的噱头博眼球、定高价，甚
至“挂羊头卖狗肉”，到头来不仅损害消费者权益，也会影
响小众产品市场前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这自然是竞
争之道，但前提是要诚信、要守法，要真有真优，而不是纯
属忽悠和欺骗，否则早晚有露馅儿的那天。商家千万别
因耍小聪明而把一手好牌打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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