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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岁的邓邓（化名）喜爱唱歌跳
舞，妈妈将手机给儿子玩，哪知用钱
之时，才发现近6000元都被儿子打
赏给了网络女主播。记者问邓邓都
在妈妈手机上玩些什么？孩子说，
就是听女主播唱歌。问他有没有花
钱，他摇头。邓邓会操作充值购买
星币送礼物，但却不知道星币是拿
钱买的。（8月24日《华商报》）

从诸多“熊孩子”败家的案例来
看，绝大部分孩子跟邓邓一样，对金
钱的概念并不了解，以为游戏、直播
里的钱币、道具、礼物都是虚拟的，
才会不当回事。需要给这些不懂花
钱的“熊孩子”上堂课，培养最基础
的关于金钱的常识。

现在的孩子从小就接触互联
网、智能手机，乃是网络原住民，对
电子产品、网络操作很容易上手，一
旦知道父母的支付账号、密码，就能
轻松学会充值、打赏。移动网络、智
能手机、手机支付等全面普及的社
会环境下，完全禁止孩子接触这些
东西，并不现实，何况压制越厉害反

弹力就越强。
而且，儿童对各种新奇事物有

好奇心，学习、探索欲望强，倒不如
因势利导，借机向孩子讲解金钱知
识，知晓父母赚钱的辛苦，还可以设
计一些游戏情景、激励制度，让孩子
亲身体验赚钱的过程，这样他们就
会对金钱有更具体的概念，不至于
把钱不当回事。

其后，要教会孩子怎么花钱，将
钱用在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上。
很多人会赚钱但不会花钱，岂不知
花钱也是一门学问，从小养成“会花
钱”的习惯，长大后才不会败家。

在孩子具备基本的金钱知识和
理财知识后，家长可以适当放手，给
孩子设立一个小额的支付账户，让
孩子自主掌握使用，学习打理好自
己的钱财。由于账户独立，金额也
小，即便损失也不影响生活，对孩子
而言是一个锻炼机会。相信这样
做，能够帮助很多孩子树立起正确
的金钱观，不会再对花钱无意识，也
可以主动防范“熊孩子”败家了。

病人还在手术台上拔牙，陕西
镇安县医院口腔门诊诊室几名医护
人员便聚拢在手术台旁吃起了西
瓜。这一幕引发网友议论，镇安县
卫计局要求严查。8月19日，镇安县
医院做出决定：对涉事科室和个人
进行全院通报批评，责令分管院长
在班子会议上作出深刻检查。（8月
24日《华商报》）

被曝光的照片显示，在一家医
院的口腔门诊，一名医护人员身着
白大褂和另一名男子正在拿着西瓜
吃，地板上可见西瓜液和西瓜瓤，而
另一名医护人员正在给一名小女孩
做拔牙治疗。这样的场景对比，显
然构成一种反差。诚如发帖人所追
问的：“假设你的亲人正在手术台上
做手术，一帮人在手术台旁说说笑
笑、西瓜吃的淅淅沥沥的，瓜皮乱
扔，请问：你心里是什么感受？”那
么，院方据此对涉事个人进行通报
批评，应该说是一种必要的纠偏。

不过，此事在舆论场中，也引发
不同的意见。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即
是，拔牙只是再小不过的手术，也并
非拔牙的医生在吃西瓜，当事人举
报和院方的批评有点“小题大做”
了。一方面，对来自舆论场的这种
之于当事医生的理解与同情，我们
应该感到欣慰。毕竟，在当前的医
患关系之下，正需要医患双方多一
点互相理解，随意放大任何一方的

“不足”，营造一种动辄得咎的气氛，
都显得不智。

但另一方面，“吃瓜医生”被批
评，真的是上纲上线吗？相较于吃
西瓜会否影响到手术的效果，这个
事情的关键其实在于吃西瓜这一行
为，与当时的场景呈现出一种违
和。医生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职
业，穿上白大褂就意味着正处于工
作状态，不管是上班还是下班时间，
在门诊室内，一边是同事在给病人
做手术，一边却是自己“大快朵颐”
并和他人闲聊，这显然有违职业要
求。医生就该有医生的样子，就如
窗口单位的公职人员上班时间不能
嗑瓜子、打游戏，这其实是最简单的
要求，并非苛责。

的确，这样的现象，在基层医院
或许并不少见。但普遍，并不意味
着一定就是正常。甚至，即便患者
能够理解医生的这种“不拘小节”，
从维护医生的职业形象角度，也不
宜作这样的“放松”。要知道，白大
褂除了是职业标识，更象征着一种
职业道德和仪式感。而穿着白大褂
面对着患者手术吃西瓜，就突破了
这种职业仪式感。特别是在现实的
医患关系下，医生自我约束，保持足
够的“身份意识”，时刻按照职业标
准要求自己，其实是对职业形象的
必要维护，也是赢得患者尊重的起
码要求。

每一种职业都会有相对的行为
或形象“禁忌”，一些或是明确到职
业规定中，一些或只是约定俗成的
要求。但不管是哪一种，都是构成
职业道德与职业共同体形象的重要
元素之一。医患之间确实应增进互
相理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些该
有的职业约束也可以免掉。这是对
他人的尊重，说到底也是自重。所
以，因为“不合时宜”的吃瓜，医生被
批评，并不冤枉。

近日，“同济博士生替父母扫马
路”引发网络热议。主人公田俊涛
回应称，“他们在河南老家种地，我
就帮着种地，他们在嘉兴扫地，我就
帮着扫地，这不就是儿子天经地义
该做的嘛；保洁员是一份值得尊重
的工作，我愿意做，跟我是什么学历
没有关系。”（8月24日《中国青年
报》）

最近这段时间，“寒门贵子”不
断进入公众视线。广西桂林一家米
粉店因为歇业通知走红，考上清华
大学的儿子暑假有空就来店里帮忙
打扫卫生、卖米粉；“博士生替父母
扫马路”同样是儿子关心父母、分担
辛劳。“寒门贵子”之“贵”不仅在于
他们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也在于他们身上所拥有的脚踏实
地、柔软细致的价值之美与自强不
息、坚韧前行的精神之美。

在以情感与伦理为核心的传统
家庭观念里，血缘关系让父母与子
女成为不可分割的“一家人”。在现
代社会，父母与子女不仅是一个利
益共同体，也应该是一个情感共同
体。懂得生活的现实与不容易，心
疼父母、体恤平凡世界里的普通人，

“博士生替父母扫马路”值得点赞、
值得鼓掌。

在利益多元、观念多元的时代
里，同样的事情，难免会遭遇“七嘴
八舌”。有的人认为，名校博士生作
为学习精英，拥有较多的文化资本，

却干着不起眼、缺乏含量、在不少人
眼中“没有价值”的保洁员，是否值
得？有些人觉得，家境贫困不早点
出来工作减轻父母的负担却坚持读
博士，是否有些自私？还有人指出，
博士生暑假出去“兼职”一下，远比
替父母扫地更有“钱途”。

其实，对于寒门子弟而言，读书
依然是改变命运最直接也最有效的
途径。即使家庭经济再困难，绝大
多数父母也愿意支持子女读博士。
笔者有一位学长，当时在名校读研
究生；由于英语很棒，做兼职可以赚
不少钱；但他每次回到农村老家，都
会帮父母干一些农活，因为他明白
——给钱父母也不愿意雇人帮忙，
农活一点不会少；只有自己动手干
活，父母才会轻松一些。

伴随着市场化和商品化进程，
许多人习惯用物质和财富来进行情
感表达。与之相比，陪伴和分担看
起来不够有效率、不“值得”，却是最
纯真的情感表达。每年暑假都来陪
伴父母，一来就抢着帮父母干活，这
位博士生不仅是一位学习精英，也
是一个好儿子。

尽管每个人对爱的理解能力和
表达能力不同，但学会感恩、懂得回
馈、敢于承担、善于分享却是维系一
个家庭良性运行的基础。与形式关
切、物质满足相比，“博士生替父母
扫马路”的陪伴与分担，在无声中进
行了一次诚意满满的情感表达。

“吃瓜医生”被
批评,冤不冤?

陪伴和分担看起来不够有效率、不“值得”，却是
最纯真的情感表达。

“博士生扫马路”：
陪伴与分担表达最纯真情感
□杨朝清

很多人会赚钱但不会花钱，岂不知花钱也是一门
学问，从小养成“会花钱”的习惯，长大后才不会败家。

该给不懂花钱的“熊孩子”
上堂金钱课了
□江德斌

看到这段视频的人，心头一定暖暖的：视
频中，一辆汽车正要驶过斑马线时，司机突然
发现斑马线右侧有一位女士拉着一个小女孩
准备过马路。看到有车，两人停了下来。司机
见状将车停下礼让行人，这两个人在走到马路
中间时，小女孩突然鞠躬向司机表示感谢，随
后还向司机挥手再见。这是8月22日发生在
石家庄栗康街与园明路交叉口的一幕。

点赞、转发，网友们纷纷为这一幕触动。5
岁小女孩的鞠躬，似乎就像一道小小的闪电，
照亮成人世界里的某些不堪。哦，说不堪是不
是有些太重，但每一位开车的人都知道，按照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行经斑马线时
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行时应当停车让
行。汽车在斑马线上礼让行人，是法律的规
定，也是基本的文明素养。为什么这些“本应
该”的事，却被人以“感谢之礼”对待？这样的

“感谢之礼”，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
们这个社会还普遍欠缺某种基本的文明素养？

前不久，莆田市区一条双向四车道马路中
间，有一段斑马线，路上车流不息，两边没有红
绿灯，一位老人左手拄拐右手拎包，独自过马
路。在他经过第三条车道时，汽车主动减速停
下。老人向车主致谢、鞠躬。老人鞠躬的9秒
视频，也让很多网友感慨。

一位是5岁的女童，一位是行动不便的老
爷爷，斑马线上的鞠躬致谢，让人感受到的首
先是“感动”，感动之下继而深思，不难发现这

“感动”背后的异样，如果驾驶人都按照法律规
定在斑马线上礼让行人，这基本的文明素养得
以最大程度的呈现，这些“本应该”的事，也不
至于再生发出什么“新闻性”的故事。

不过，无论是老爷爷还是5岁女童，发生在
斑马线上的这一幕依然让人暖心，因为这和谐
的画面有一些难得。看看周遭，不懂得礼让行
人的司机比比皆是，不遵守规则闯红灯的行人
也并不少见。向礼让行人的司机表达感谢，本
质上，这是对所有遵守规则者表达的一份谢意
与尊重，是对所有遵守规则者表达的一种支
持。所以，我们依然要为此点赞：以一种“文
明”来回应另一种“文明”，文明之花才会遍地
生根。

在网友们的点赞声中，很多人都赞叹“小
女孩的父母教育得真好！”这让人想起之前成
都地铁里出现的那位小暖男。成都地铁里，一
位七八岁的小朋友先给陌生阿姨让座，后来妈
妈说困了，他为妈妈提包，用手给妈妈当垫，让
妈妈的头靠得舒服一点。在“熊孩子”时不时
刺激一下舆论的现实中，地铁里用手为妈妈垫
着睡觉的小暖男、斑马线上为礼让行人的司机
鞠躬致谢的女童，这些暖心的画面不得不让人
思考家风家规以及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很多时候，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从孩
子的日常行为中也可以获取父母的影子。在
斑马线上致谢司机，在地铁里用手垫着让妈妈
睡觉，毫无疑问，这些让人暖心的举动，一定和
孩子所在家庭中良好的家庭教育密切相关。
有人说“好的亲子关系是一个社会改良的微循
环”，一个好的家庭，在最根上，不在于贫富，不
在于给孩子报很多兴趣班，甚至不一定要引导
孩子读很多经典书籍，而在于恰当地给到孩子
一种亲子之爱，为孩子一辈子的心性发展打下
最重要的基础。

在斑马线上向司机致谢的孩子，获得了舆
论的赞誉。这致谢的行为，应该是父母教育之
下发乎其本心的行为，所以，我们更希望看到
的是，懂得以文明之举回应文明的孩子，可以
自然而然地成长，而非背负超负荷的赞誉。斑
马线上的文明与礼让只是社会文明的一个缩
影，我们更愿意看到的是，这种发乎本心的文
明可以带动出更为广泛的文明，而非盛誉之下
的礼让，无论它发生在儿童还是成人世界之
间。因为我们知道，发乎本心的文明的举动，
才是真正暖心的举动。

﹃
女
童
致
谢
礼
让
行
人
的
司
机
﹄
为
何
暖
心
？

02

□□朱昌俊朱昌俊

□本报评论员 陈方

斑马线上的文明与礼让只是社
会文明的一个缩影，我们更愿意看到
的是，这种发乎本心的文明可以带动
出更为广泛的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