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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还有人愿意从东城跑到西城，和
你吃一顿不谈事儿的饭，就可以说是生死之
交了。”去年夏天刷爆朋友圈的文章《北京，
有2000万人假装在生活》中，曾这样描绘大
都市里的人际交往。你有多久没和朋友坐
在一起，吃一顿气定神闲又不谈事儿的饭
了？上一次打电话和别人聊工作以外的事
情，又是什么时候？在通讯、社交网络平台
高度发达的今天，这两个简单的问题却变得
越来越难以回答。（今日本报14版）

这几天，微博里一个关于“近年来我的
朋友数量”的话题讨论引发了网友的吐槽热
情。有人为此调侃说，身边好友的数量就像
头上的发量，越来越少。而导致朋友越来越

少的原因在哪里？我想无非有两个：一是我
们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太大，每天都在为
了工作和生活而苦苦奔波，确实没有时间、
精力，也没有心情去和朋友联系；二是当我
们获得难得的休息时间，又忙着玩手机、打
游戏、追剧追电影，又失去了和朋友联系聚
会的机会。

其实，我们都知道，朋友就是需要经常
联系，对彼此的工作、生活现状多些了解，然
后彼此的感情才会越来越密切，越来越深
厚。尽管我们可能因为中学同学、大学同
学、同乡、同事的关系而为彼此的友谊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友
情也会随着距离和时间的改变而慢慢改

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手头紧张需要资金
周转，或者是临时有事需要帮忙的时候，首
先想到的是“身边的朋友”而不是“远方的朋
友”的原因。

以前讲究“多个朋友多条路”“朋友多了
路好走”，现代年轻人越来越独立，越来越个
性，能够在工作和生活中交到真朋友的概率
本来就有所降低，如果有了朋友再不好好维
护，最后可能真的要变成“孤家寡人”了。从
情怀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朋友，当我们遭
遇工作烦恼、事业挫败、恋情告急的时候，朋
友是我们倾诉的港湾，我们可以在朋友那里
得到精神的抚慰。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即便

“多个朋友多条路”已经算是过时的思想了，

但是我们在很多很多时候确实需要朋友的
帮忙。所以不管是从情怀的角度，还是从现
实的角度，“友到用时方恨少”，还是很有道
理的。

如何才能交到新的朋友，并且维持好旧
的友情？除了真诚、理解、尊重等等这些“传
统药方”之外，有意识地从个人封闭的小天
地走出去，把目光从手机、电脑、电视等电子
设备的上面移开，多和朋友联系，多参加一
些同事、同学、朋友间的聚会，有事不要总是
微信留言，而是打电话让对方听到自己的声
音，或者是约个时间“见面聊”，让彼此感觉
到真实而非虚拟的存在，无疑是值得每个人
尝试的办法。

从情怀的角度来看，当我们遭遇工作烦恼、事业挫败、恋情告急的时候，朋友是我
们倾诉的港湾。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即便“多个朋友多条路”已经算是过时的思想了，
但是我们在很多很多时候确实需要朋友的帮忙。

别让“有空见一面”成为奢侈品
□苑广阔

近日，江苏省发布了《关于加强研究生
导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和《江苏省研究生导
师职业道德规范“十不准”（试行）》，明确规
定了研究生导师不得违反的十条“红线”，
包括不准发生学术不端行为，不准疏于指
导、放任管理，不准安排研究生承担属于私
人领域和家庭生活的事务等等。

这几年来，媒体曝光过部分高校研究
生与导师不和的事件。今年1月，教育部印
发《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
责的意见》，要求各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和研
究生培养单位根据该意见制定相关的实施
细则。此次江苏省发文为导师立规矩，细
细列出了一些常见且容易被导师一方忽视
的不当行为。

当然，这“十不准”只是对导师的基本
要求，虽然高于“不准性骚扰”之类的法律
红线，但也还够不上衡量一个“好导师”的
标准。师生一对一的交往不可能随时有外
人监督，“十不准”更多是给研究生在维权
时提供依据。对于导师来说，当然不能把
底线当成目标，总得在注意自身行止言语
之外，有更高的追求。毕竟，导师与研究生
之间绝不仅仅是“和谐相处”就够了，而应
当建立高于一般社交的“导学”关系，在这
一关系中，导师与研究生都要认清自己的
身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十四世纪的牛津大学就开始实行导师
制，其最大特点是师生关系密切，导师不仅
要指导学生的学习，还要指导学生的生活
并进行德育。这种“导学”关系，既不同于
中小学里班主任和全班学生的关系，也不
同于某些行业内的师徒关系。在有能力的
前提下，导师必须清楚地知道自己该做什
么，并且努力做到。

应当承认，研究生与导师不和，往往也
有学生的问题。一些研究生过于依赖导
师，还有的对导师抱有太少的信任和太强
的功利心。关系是相互的，真心才能换来
真心。应该看到，学生毕竟没有导师有经
验、有见识，帮助学生正确对待“导学”关
系，不也是导师指导学生的一个方面吗？

从国际经验来看，不少国家都有对研
究生导师的师德要求，并设专门制度严加
管制。不过，无论怎样，那些具体的要求和
管制都只能起“底线防守”的作用。导师对
研究生的影响绝不止于几年，有时可以延
续一生，唯有立德树人，见贤思齐，方配得
上“导师”的身份。

导师之立导师之立，，底线底线
上须有更高追求上须有更高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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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怎样，那些具体
的要求和管制都只能起
“底线防守”的作用。

11月 13日，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在北
京召开了“烟盒包装使用警示图形研讨
会”。据悉，目前全球已有118个国家和地
区的烟盒包装印制了警示图片，其中有
105个国家和地区规定至少占烟盒包装的
50%，15个国家规定至少占75%。但作为全
球烟草产量第一、吸烟人数第一的国家，
中国至今未能实行这一举措。“中国的卷
烟不仅包装漂亮，而且个别的还具有极大
的诱惑性”，解决这一问题已经迫在眉
睫。（中新网11月14日）

相比许多国家那些印制了大量警示
图片的烟盒包装，目前我国的烟盒无疑显
得太过漂亮。如国外烟盒普遍印制都是

“烂肺、烂口、骷髅”等非常醒目、极具视觉
冲击力的“重口味”警示图片，而我国的烟
盒则大多数印制的是“名山大川和精美图
案”，虽然也有“吸烟有害健康”等警语，但
多数仅限于文字而已，往往并不涉及任何

警示性图片。
这种不涉及任何警示图片、“太漂亮”

的烟盒包装，仅就视觉感受而言，或许非
常悦目，但站在“控烟”角度，显然又是非
常不利的，甚至会导致一种十分悖论的

“不漂亮”控烟效果。这诚如控烟专家指
出的，“漂亮的烟盒包装是引诱青少年吸
烟的重要媒介，掩盖了烟草的危害”。据
此前一项针对2423名5岁至6岁儿童的调
查结果发现，“中国儿童认识香烟商标的
比例最高”。

反过来看，如果我们的烟盒也能变得
不再那么漂亮，印制上“不漂亮”的警示图
片，可能带来的“控烟”效果，势必也将是
极为可观的。如此前有调查报告显示，

“如果国内烟包印上警示图形，81%的吸烟
者打算戒烟或者减少吸烟，86%的成人不
再选择把烟作为礼物赠送他人”，“看到这
些图形警示，有89%的成年人会感觉到有

恐惧、恶心、可怕等不舒服感觉”，超过9成
的被调查者认为，“图形警示上烟包之后，
能够直接明白的告诉我们烟草的危害，不
同于文字警示，文字警示可能都不知道到
底危害是什么。”

事实上，对于在烟盒上印制警示图片
的做法，大多数社会公众实际上也是普遍
支持的。据中国控烟协会调查，“77.2%的
人支持中国烟盒包装使用警示图形”，“有
77%的人认为印有健康警示图形对告知吸
烟危害更有效”。

这种背景下，我们显然没有任何理由
不尽快改变“烟盒太漂亮”的局面，真正将

“烟盒作为控烟的宣传阵地”。更不用说，
长期以来，我国烟草消费一直保持增长、
烟民数量有增无减。数据显示：相比2010
年，我国吸烟人数增长了 1500 万，达到
3.16亿；中国是最大的烟草制品受害国，
每年吸烟导致的死亡人数达100多万。

“烟盒太漂亮”的现状亟待改变

□□张贵峰张贵峰
这诚如控烟专家指出的，“漂亮的烟盒包装是引诱青少年吸烟的

重要媒介，掩盖了烟草的危害”。据此前一项针对2423名5岁至6
岁儿童的调查结果发现，“中国儿童认识香烟商标的比例最高”。

上网搜寻历年护师考试的试题和答
案，自行整理汇编，谎称是今年的考试真
题和答案，于开考前两个月左右在网上发
布广告向考生推销，短短一个月就有50余
名考生上当受骗，被害人涉及全国20多个
省市。近日，湖南省常宁市检察院以涉嫌
诈骗罪对李某等4人提起公诉。（11月14
日《检察日报》）

为了在护师考试中脱颖而出，一些不
愿意脚踏实地、热衷投机取巧的人们千方
百计去寻找捷径。正想睡觉的时候有人
送枕头，开考前夕的“真题答案”犹如天上
掉下来的馅饼。实际上，骗子们看中的正
是投机者的“钱袋子”，早已编织好陷阱

“请君入瓮”。
著名作家巴金在《再说小骗子》一文

中写道，“有人看不见前门，有人找不到前
门，他们只好另想办法找门路开后门，终
于撞到骗子怀里，出了丑。”一些考生的

“非分之想”，让骗子们疯狂的利益变现有
了得逞的机会。如果考生笃信规则与公
平，即使面对“考前买答案”的诱惑，也能
做到不为所动。

在一个工具理性盛行的时代里，一些
人总是渴望事半功倍，渴望能够得到能力
很强、关系很硬的“能人”的帮助，总是幻
想找到一条一般人找不到的“门路”。不
论是“考前买答案”，还是“经适房骗局”，
或是“包分配幌子”，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
多的捷径可走？如果真有捷径，肯定会成
为“少数人的秘密”，怎么会轻易公之于
众？经不起常识推敲与逻辑分析的骗局，
只能忽悠那些心里有鬼的人。

规则有助于简化人与人之间的合作
关系，降低社会良性运行的成本。护师考
试作为一种人才选拔制度，承载着职业分
层与社会流动的功能；守卫护师考试的公
平与正义，需要每一位考生都保持对制度

的敬畏和对规则的认同。如果“考前买答
案”真的让投机者顺利通过了护师考试，
那些遵循规则的老实人不仅会吃亏，还会
产生失落感与挫败感，承受着精神上的痛
苦与折磨。

护士作为一种特殊职业，承担着呵护
和关爱病患的职责，需要高于全社会平均
水平的道德情操与仁爱之心；“有时是治
愈，常常是安慰，总是去帮助”，一个喜欢
钻空子的人，又怎么会做到“想病患所想，
急病患所急”？“考试不作弊”不仅是一种
道德底线，也是法律规范的要求，需要所
有人都去敬畏和遵循。

权利意识不断高涨，规则意识却没有
跟上：这种“文明的剪刀差”，让破坏规则
的失范行为层出不穷。一个成熟的社会，
不会让投机者受益、让守规矩的人吃亏。
少一些被骗局所伤害的关键，在于消除

“捷径心态”，重塑对规则的尊重与认同。

“考试不作弊”不仅是道德底线

□□杨朝清杨朝清不论是“考前买答案”，还是“经适房骗局”，或是“包分配幌子”，
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捷径可走？如果真有捷径，肯定会成为“少
数人的秘密”，怎么会轻易公之于众？

□□吴云青吴云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