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博士：9个人的村子：山西梁家
寨乡宽坪村仅剩9人，两条狗，500多只羊
和十几只鸡。一个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不
仅文化意义上的乡村已经开始消逝，地理意
义上也面临着消失的危机。今天，大多数农
村青年宁可背井离乡挤在逼仄的乡镇或城市
夹缝里，也不愿回归满目疮痍的乡村 （注：
过去10年，中国共消失90万个乡村）。

@为群说税：不动产登记征求意见
稿，对出台房产税有间接效应。不动产登记
是国家治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对于保障民
众财产权、惩治腐败、确立可靠的房地产税
税基，都有重要作用。在短期，不动产登记

可能会引发部分房产囤聚者抛售房屋，可能
会扩大二手房供应量，具体情况值得观察和
进一步分析。

@江南动车万军（铁路局工作人员）：
一位外地来我单位任职的同事，受最近电视
剧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影响，利用双
休，满怀敬仰欲参观新建望城“小平小
道”，没想到这个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居然要收 30 元门票，借“总设计师”
牟利，不可思议，尤其江西系全国最早免费
开放红色旅游资源的省份，如此“收费”是
否有些亵渎伟人？

孙曙峦

“同学，同学，你怎么了？”南京建邺高级
中学高一（1）班男生屈志伟，轻拍躺在地上
的“男孩”肩膀，语气焦急。但对方毫无反应，
呼吸心跳也没有了。屈志伟赶紧让身边的同
伴拨打120，自己对“他”进行胸外按压……
这是建邺高级中学军训中进行的红十字救护
培训。今年，南京在15所学校试点，高一军训
期间拿出8个学时，进行急救理论和操作的
普及培训。（8月18日《现代快报》）

过去高中生参加的军训，大都和新兵入
伍参加的军训差不多，看着很整齐，很壮观，
但对处于高中期间的学生们来说，明显缺乏
实用性。

近些年，各种意外事故发生的频率仍然
很高。任何人一旦发生意外，有没有他人的正
确救助至关重要。今年2月17日上午，IBM深
圳公司管理人员梁娅晕倒在深圳地铁口长达
50分钟，尽管有不少市民奔走、呼救，但却无
人直接出手救助。据现场目击者说，他们都不
会现场急救。可以说，梁娅的死与国人紧急救
助技能的匮乏有很大关系。

关于紧急救助，医学上有种“黄金四分

钟”的说法。当发生心脏骤停后，现场第一目
击者必须在四分钟内按照相关程序进行心肺
复苏抢救，现场第一目击者有没有急救知识、
技能事关重大。

但可惜的是，在我国，掌握这种急救技能
的目击者实在太少了。《大河报》的记者曾经
随机调查过50名路人，结果令人担忧：90%不
会现场急救。

客观而言，急救技能并非什么高难技术，
只要用心去学，绝大多数人都是能够掌握的。

前不久，江苏省东海县南辰乡一名13岁
男孩晓涛（化名），在妹妹被电话线勒昏窒息
的情况下，冷静地对妹妹进行了急救。他先是
将妹妹抱到门前的水泥地上平放，然后用双
手不停使劲按压妹妹的心脏部位，中间还用
手去掐妹妹的人中。正是他的这一正确举措，
为后面医生的抢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最终
让妹妹转危为安。据晓涛介绍，这一急救技
能，是他看电视时学会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南京市将急救技能入
军训的做法值得叫好。

中学生思维敏捷、头脑灵活、接受能力与
动手能力都很出色，只要对他们进行系统培
训，他们人人都能掌握基本的急救技能。但愿
其他中学也能借鉴南京建邺高级中学的做
法，对中学生进行相应的培训，让他们成为现
场急救的生力军。

急救技能入高中生军训是好事

邓海建

正科级 6000 元，正股（副股）级
3000元，合同工2000元……这不是发
奖金，而是东莞市大朗镇教育募捐活动
的“捐款参考标准”。这个由东莞市大朗
镇教育局发起的慈善募捐，自本月8日
开展以来遭到了来自镇政府基层公务
员的“吐槽”——教育募捐竟设“最低消
费”？（8月18日《广州日报》）

跟所有强制捐款的事后说辞一样：
地方部门坦诚“标准”确实有，但只是

“参考标准”而非“执行标准”，实际操作
时“一切还是以自愿为原则”。这样的解
释，不过“此地无银”罢了。既然自愿，何
苦列个参考标准？

有趣的是，大朗镇教育局还解释了
此“参考标准”的来历：“没说依据什么
来定这个标准，有领导捐8000元，图个
好意头，下面就一层层来……我们也只
是倡议而已。”好在领导捐的是 8000
元，要是一高兴捐个几十万，那下属

都别活了，砸锅卖铁也来不及。这里
有两个问题：一是层层定价的捐款通
知，究竟是不是“领导意思”、领导有
没有权力表达这个“意思”？二是如此
揣摩“领导意图”的通知，执行走样
中的“理解错误”究竟是偶然还是必
然？再说，明知走样而不闻不问，是
否视同心照不宣的默认？

教育捐款，立了自愿的牌坊，又私
下走着强制的路线。行政偏好如此分
裂，权力公信如何不斯文扫地呢？好在
一切有迹可循，“最低消费”也是究责的
举报信，看看在若有似无的摊派事件
中，究竟还有哪些失范的“错误理解”在
长睡不醒？

捐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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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观察

任孟山

近期国外名人通过社交网络玩
起了“冰桶挑战”的接力，挑战者需
拍视频上传再提名三人，不敢挑战
者要捐出善款。活动的主旨是为肌
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进行
筹款，并呼吁社会关注。近日，这一
活动蔓延至中国互联网圈，多名科
技界大佬被点名参与了这一活动。
对此，有网友认为，国内一些人的做
法炒作的意义大于公益。

参与者名人众多所具有的“名
人效应”，以及现代社会兴起的粉丝
效应所带来的粉丝经济，都是“冰桶
挑战”受到追捧的原因。

“冰桶挑战”是个什么样子的游
戏呢？很简单，参与者在两个选项
中择其一，或者将一大桶冰水浇到
头上，或者是向美国肌萎缩侧索硬
化病协会捐赠 100 美元。也就是
说，严格讲，这不是玩玩而已的游
戏，而是募捐活动，或者它是个“慈
善游戏”。这个带有社会正能量的
性质，是可以解释“冰桶挑战”为何
如此火爆的第一个因素。

从传播学的角度讲，如果想号

召别人参与你的活动，你需要给活
动一个正向的、积极的定义，将它界
定为进步的政治参与或社会参与。
这是一种命名的能力，人们总是会
受其影响，甚至这种命名背后的内
核是非正义的内容，人们有时候也
会被洗脑，就像当年信奉法西斯主
义的人，认为自己从事的是正义的
事业。

另一方面来讲，这个游戏的参
与者名人众多所具有的“名人效
应”，以及现代社会兴起的粉丝效应
所带来的粉丝经济，都是“冰桶挑
战”受到追捧的原因。美国肌萎缩
侧索硬化病协会发布数据称，在不

到 20 天的活动中，已经收到超过
1000万美元的捐款，比去年同期增
加 830 万美元。但是，更为重要的
是，我们应该看到，是网络传播带来
的这种实际效果，就像国内外兴起
的“众筹”行为一样，慈善行为经
由网络击鼓传花，形成滚雪球效
应。互联网所带来的长尾效应，大
大降低了传播成本，但却具有聚沙
成塔的行为结果。或许长尾理论作
者、《连线》总编辑克里斯·安德森
在参与这个活动的时候，会自然而
然地想起理论的效果检验。

不过，必须提及的一点是，
“冰桶挑战”的游戏规则带有某种

道德绑架的意味，因为规则设定挑
战者被浇冰水之后，可以公开点名
叫板其他人，被点名者需要在 24
小时完成挑战，或者捐款。奥巴马
被公众叫板，决定奉上 100 美元。
如果你要是较真，这个活动有强迫
之处，但是参与者之所以没有怨言
地乐此不疲，除了回应上文所说的
游戏命名带来的传播效果，还需要
有社会氛围，以及社会氛围中正面
意义上的游戏心态。这怎么理解？
就是说，别较真，玩玩而已，大不
了你捐100美元；要是较真呢，你
就被浇个冰桶，露出点狼狈相，娱
乐下大众。

“冰桶挑战”是慈善，还是“真人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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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大义

贺 敬 义 ， 枣 庄 市 立 二 院 院
长 ， 主 任 医 师 ， 高 级 心 理 咨 询
师，山东省医学会精神病学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枣庄市医学
会 精 神 病 学 专 业 委 员 会 主 任 委
员。长期从事精神病学研究和临
床诊治工作，专业造诣深厚，著
述甚丰，出版专著 10 余部，发表
论文30 余篇，多项研究成果获奖。

贺敬义简介

寻找网瘾促成心理因素避免网
瘾：网瘾促成心理是多方面的，有的是
由于无聊而逐渐爱上网络冲浪，有的
是学习或者工作受挫而选择网络，有
的是“缺乏人际交往”而渴望网上交
流，有的是人际关系紧张而逃避现实，
有的是生活遭遇变故而追求精神麻
醉。虚拟的网络可以暂时实现上述目
的，家长不能及时帮助解决上述问题，

孩子势必要在网络上“排忧解难”了，
久之就会成为一个网络成瘾者了。

培植“上网替代活动”克制网瘾：
刻板——僵硬家庭、松散——无助家
庭，缺乏“有效沟通交流”，孩子只有在
网络上娱乐身心、放松心情。改善“家
庭环境”，从客观上创造有利于满足娱
乐身心、放松心情的外部条件，为孩子
提供基本的心理引导、公共教育帮助，
培植孩子诸如体育、美术、人际交流等

“技巧”，以有效地替代上网行为，不要
让孩子“只有上网一条路”。

强化网络管理，限制“无度上网”
防止网瘾。网络就是“万花筒”，“精
华”、“糟粕”共存，辨别力、控制力发育
不成熟，可能“糟粕”对孩子更具有吸
引力，因此国家应该对青少年所接触
的网络进行规范管理，避免接触“不
良”信息。网瘾与“酒瘾”、“毒瘾”一样，
是否成瘾与使用时间相关，仅用于工
作、学习、信息的索取，就不可能“无度

上网”，对网络使用时间的合理的管
制，就可以减少网瘾的产生。这方面
已经有一些技术手段，也已经为一些
网络服务商所采用，其经验值得总结。

消除家长“模糊认识”控制网瘾：
一般认为自我控制仅与人的意志力有
关，一个人的决心越大、意志越强，他
的自我控制力就越强。其实，一个人
有某种坏习惯，主要不是因为他缺乏
毅力，而是因为这个习惯总是能得到
外在环境的刺激和强化；对意志力发
育尚不成熟的中小学生来说，要想提
高孩子的自我控制水平，仅有决心和
意志是不够的，家长还要与他共同寻
找坏习惯的根源，从外在环境上控制
坏习惯的生存之地。

培养“不相容行为”抵制网瘾：现
实生活中常出现这种情况，一种行为
减少的同时，另一种行为就会增加，这
一对行为叫不相容行为，它们彼此对
立，不能同时发生。在性质相反的不

相容行为中，如果一个是要减少的行
为，另一个就是要增加的行为，反之亦
然。如果孩子的“上网”行为被限制，
家长就要同时告诉他能做的事情，对
要做的事情家长必须要做出明确的规
定，否则，孩子真正的控制力也难以形
成。

“协约管理”远离网瘾：在电子传
媒时代，没有必要让孩子永远与电子
游戏说再见，你可以一个星期给他一
次或者两次玩电子游戏的“合法时
间”，但要用“好的表现”来兑换玩游戏
的合法时间，或用“不满意的表现”来
冲抵游戏的合法时间。

戒除网瘾，家长还可以从以下几
个方面着手：①与孩子当前的学习任
务挂钩。每个年级都有特定的学习内
容与要求，你向老师打听清楚孩子在
哪个方面的学习比较薄弱，请老师给
孩子布置单独的作业任务，让孩子把
玩游戏的时间被特殊的安排所替代，

也就是要求孩子有事可做。②强化孩
子已有的良好行为习惯。孩子除了玩
游戏，是否有一些健康的爱好，例如打
球，你不妨给他报一个这方面的业余
学习班，让他体验打球技艺提高带来
的成就感，把玩游戏的快感抛到脑
后。③发展新的爱好。孩子都喜欢学
习新事物，现在社会上为青少年提供
的兴趣班很多，唱歌、跳舞、画画、讲故
事、学琴、篆刻、武术等等，家长花点时
间陪孩子转转，选择一个新的学习项
目，培养一个新的爱好。

总之，不要让孩子的教育时段出
现空档，让健康的、有益的活动占据他
的课外时间，不让坏习惯有盘踞地，这
样，当孩子被一个新的健康快乐内容
所吸引的时候，他也就控制了不良习
惯对自己的侵害。

360 度 策 略 控 制 网 瘾
◆ 贺敬义

精神卫生名家讲座精神卫生名家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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