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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狗年，不少商场、酒店或者民宿
为了吸引更多养宠顾客纷纷出招。以往不
允许宠物进入的商场，今年会有条件允许一
些小型犬进入；而接受宠物随主人一起入住
的酒店也有所增加。至于餐厅，只要主人看
管好宠物，不会影响到其他客人，店家一般
都不会吭声。（5月31日《广州日报》）

养宠能给主人带来很多乐趣，只要不对
他人造成不利影响，本不应该受到太多的约
束和管制。问题是，市民带宠物进商场、上
公交、入酒店，让宠物“占领”公共领地，由此
产生的“宠物扰民”现象，成了市民关注的一
个焦点，更是城市管理中的一个难点。

不可否认，宠物“占领”公共领地，不仅

有可能污染公共卫生环境，而且影响了市民
的心情，甚至危及身体健康。可见，尽管没
有明文规定“禁止宠物进入公共场所”，但维
护公共利益，是起码的道德规范。然而，现
今放大动物福利的荒唐事件时有发生，侵犯
了公众利益。一些人把自家的宠物，看得比
人还金贵，经常带着宠物擅闯“禁地”，抢占
人的生活空间。

应该说，偏爱小动物，乐养小宠物，并无
不妥，但应该注意场合。在自己家里，你与
宠物同桌就餐也好，与宠物同床共枕也罢，
别人不会去干涉，因为那是你的权利和自
由。你也可以带着你的宠物压马路，前提是
要让宠物与他人保持一定距离，不要骚扰和

伤到他人，也不能影响到公共卫生环境。至
于让宠物进超市、上公交、入酒店等行为，恐
怕已经侵犯了公众利益，养宠物的人不仅应
该自觉规避，社会层面也应该制订相关规定
予以禁止。

我们倡导热爱动物，不虐待和残杀动
物，保护动物福利，但不能将动物的福利无
限放大。首先，一些喜欢养宠物的朋友，应
当文明守法，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不要让
宠物干扰他人的生活空间，去与人争利。同
时，城市应制订“宠物禁入”相关规定，市民
应自觉遵守。特别是，有关部门应尽到告知
和提醒义务，避免更多市民在不知情的情况
下违规。

随着越来越多的孩子“触网”，网
游逐渐成为他们的社交核心，不玩游
戏的孩子甚至会因为与同伴缺乏共
同语言而被孤立。这种现象，对于祖
国的未来有何影响？近日，17名院士
发出联合呼吁：全体网游运营服务商
能够在某个时段暂停服务器运行，各
大网络平台能够主动屏蔽网游内容
和游戏链接，让儿童节成为“无网游
日”，让孩子们重拾现实生活中的乐
趣。（5月31日澎湃新闻）

据相关统计，2017年中国游戏市
场实际销售额达到2036.10亿元，同
比增长23%，游戏用户规模达到5.83
亿人。而这其中，游戏玩家的低龄化
现象也越来越突出。

不可否认，随着网络社会的普
及，全民“触网”自然也包括孩子，但
是网络游戏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大，如
何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游戏观”，仍
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正是多
名院士呼吁让儿童节成为“无网游
日”的一个现实背景。

对于网游的态度，依然存在着
诸多现实矛盾，这一点尤其是在社会
对待未成年人玩网游上，显得较为突
出。一方面，不少父母、老师将孩子
上网、玩网游当作洪水猛兽；另一方
面，在手机网游普及后，父母、孩子同
玩游戏的场景比比皆是，未成年人玩
网游在很大程度上又有处于“听之任
之”状态的风险。很显然，这两种态
度都不可取。于此现实下，能够有一
个让成人、孩子都有机会放下游戏的

“无网游日”，体验一下“无网游”生
活，能够对网游有一种抽离式思考，
至少值得尝试。

不过，这次多名院士所提出的
“无网游日”概念，并不单单是让儿童
节告别网游、增强仪式感这么简单，
而是有着更丰富的所指。如呼吁对
网游设立严格的分级管理制度，加强
对涉及不良内容网游的监管惩罚力
度；如互联网企业以及各互联网平
台，应加强对网游广告的管理，严格
审核网游的推广信息和推广场景
……类似呼吁，其实早就存在，但让
人尴尬的是，社会应有的监管措施，
还远没有跟上网游市场发展的步伐。

诚然，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可能
退回到无网络状态，包括绝大多数未
成年人也必定是在网络环境中成长
起来，但未成年人天然应处于社会的
优先级保护序列，对他们过度介入网
游，或者说网游文化无差别的“侵蚀”
他们，整个社会都不该视而不见，建
立针对性的干预体系，刻不容缓。

在每年“六一”儿童节当天，基于
共同的社会责任，为起到警示效果，
全体网游运营服务商能够在某个时
段暂停服务器运行，各大网络平台能
够主动屏蔽网游内容和游戏链接
——这个呼吁到底能不能实现，或者
说是否真的必要，可以讨论。但借由

“无网游日”的倡议，让全社会对网
游，特别是对网游之于未成年人的关
系有更多的理性思考，理应得到更多
认同和支持。

宠物“占领”公共领地损害公众利益

能够有一个让成人、孩子都有机
会放下游戏的“无网游日”，体验一下
“无网游”生活，能够对网游有一种抽
离式思考，至少值得尝试。

“无网游日”
的警示意义

“考虑到员工低龄子女儿童节没人陪
伴，公司决定今年儿童节，至少有一名子女
年龄在14周岁以下（含十四周岁）的在职员
工，公司予以放假1天，陪伴孩子。”近日，杭
州一家公司的这则放假通知在网上火了。
网友称，儿童节家长放假是送给孩子最好
的礼物。也有专家表示，儿童节给家长放
假，那是企业自己的事，具有情理的合理
性，但并不具有法理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对
于有小孩的家长来说，儿童节并不是法定
的带薪假日。（5月31日《重庆晨报》）

“儿童节里，孩子都在表演，家长都在
上班”，网络上这段流传甚广的神总结，相
当程度上激起了人们的共鸣。的确，对很
多人来说，无法陪在子女身边过儿童节，终
究是一件憾事。置之于如此背景下，杭州
一家公司在这一天给家长放假的消息招来
一片羡慕嫉妒恨，并不令人意外。然而可
以预见的是，羡慕归羡慕，如此良心的公司
终究是少数，这一贴心的举动也不会成为
主流。毕竟，“儿童节家长放假”，涉及到了
许多更为复杂的考量。

有人就说了，“如果说六一家长应该放
假，那三八妇女节是不是老公也应该放假
陪老婆，九九重阳节子女是不是也可以放
假陪伴父母？”这一说法尽管有些刻薄，却
不无道理。在儿童节里给有子女的员工放
假，很可能被另一些员工解读为是“歧视”
或“不公平”。说到底，儿童节终究是儿童

的节日，而不是家长的节日。而在“家长”
这一身份之外，我们还是“职员”还承担着

“工作责任”，动辄要求后者去迁就前者的
角色设定，并不现实。

在儿童节里给家长放假，无疑会增加
企业的用工成本，也并没有法律法规的直
接支持。就此而言，与其呼吁在这一天“统
一放假”，还不如倡导采取另一些更为灵活
的处理手法，比如说合理引导和安排换班
调班，以此尽可能满足相关员工和子女一
起过节的愿望……在此事上，企业完全可
以根据自身情况，以创造性、人性化的手
段，来回应员工的内心诉求。但诚如一些
专家所强调的，这是企业的内部事务，而不
应外溢为一种具备示范效应的公共范本。

其实需要厘清的是，所谓“儿童节”原
本并不是一个亲子互动的节日，也并不是
一个让儿童休息、玩乐的节日。许多家长
在儿童节这天带孩子吃大餐、去游乐场种
种当然合情合理，但这却非是这个节日的
本义。儿童节的节日内涵，乃是为了提示
保障儿童权益，关注儿童生存境况。若是
跳出这一前提框架，过多关注家长能否相
应放假、能否陪在孩子身边，就没有多少意
义了。要知道，“陪伴”从来不是一朝一夕
的事情，而是一个持续的、长久的过程，节
日的时间节点，说来特殊实则也平常。

儿童节家长放假，好则好矣，不必强
求。不必执拗于一天的相伴，为人父母者，
需要在长得多的时间里尽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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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节的节日内涵，乃是为了提示保障儿童权益，关注儿童生存境况。若是跳出
这一前提框架，过多关注家长能否相应放假、能否陪在孩子身边，就没有多少意义了。
要知道，“陪伴”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个持续的、长久的过程……

近日，一则“涮着火锅就把学分修了”的
消息在四川各大高校中传开，并引起了同学
们的热议。西南交通大学余洋洲老师确认，
今年开始，学校开设了饮食教育课程《食话
食说》，同学们的确涮着火锅就能修学分。

“不仅火锅，麻婆豆腐、红烧肉、糖醋排骨都
能修学分。”（5月30日《华西都市报》）

对于不少大学生吃货来说，涮火锅本身
就是一件美事，要是还能够把学分修了，那
就两全其美了！当然，在一个盛行“浅阅读”
的时代里，“涮火锅修学分”很容易遭遇断章
取义。实际上，“涮火锅修学分”并非不务正
业，而是一种教育创新。

在一个喜欢吃、讲究吃的社会里，大学

生同样不缺乏对美食的热情。《食话食说》作
为一门公共素质课程，不仅能够让同学们品
尝美食，还能够让同学们学习制作美食；更
为关键的是，透过美食这扇窗户，同学们可
以更多地发现人与人、家庭与社会的关系。
让同学们学会对食物饱含敬意和感情，让同
学们学会尊重那些拥有一技之长的劳动
者。“涮火锅修学分”不仅能够让大学生的嘴
巴去旅行，也能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

长期以来，在高等教育领域存在着理论
与实践脱节、知识学习与技能培养断裂的尴
尬现实；实践育人没有得到足够的价值认
同，仅仅将其作为一种辅助手段、作为“配
角”。知识学习并非不重要，却不能顾此失

彼；与枯燥乏味、照本宣科的知识传授相比，
充满烟火气息的“涮火锅修学分”显然更受
同学们欢迎；他们的“用脚投票”，折射出青
年人对优质课程的渴望。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实践育人的价值不容忽视。“大学生种
菜”也好，“涮火锅修学分”也罢，以过程性评
价为核心的实践育人，在高等教育中得到了
越来越多的价值认同。做好一道菜看似简
单，实际上却是知识、经验、技术与情感、灵
感的有机结合,学习制作菜肴的过程，也是
不断调试自我、提升自我的过程。不像课堂
的“涮火锅修学分”，实际上却是一本功能强
大的“无字书”。

“涮火锅修学分”需要更多价值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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