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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航空有限公司官方微
博1月9日发布关于东海航空飞
行员在执行航班任务中擅自允
许无关人员进入驾驶舱事件的
说明：近日，就网上传播关于东
海航空飞行员陈某某于2018年
7月28日执行DZ6286、DZ6206次
航班时擅自允许其夫人进入驾
驶舱的事件，东海航空已于
2018 年 8 月 2 日对该航班机组
人员进行严肃处理并给予内部
通报。涉事机长被暂停飞行6
个月，罚款12000元。其余机组
人员也受到相应处罚。（1月9日
澎湃新闻）

这个事的曝光，一方面让人
庆幸，在飞机飞行过程中，机长
让乘客多次进出驾驶舱，最终并
没有造成大的安全事故；另一方
面，却更让人后怕——飞机的驾
驶舱，难道在管理上已经“松”到

可以随意让人出入的地步？
众所周知，飞机驾驶舱是绝

对的安全重地，飞行过程中让乘
客进入更是安全大忌。过去在
社交平台上，一些人炫耀地晒出
在飞机驾驶舱的照片，但真真假
假无法辨别，外界对于驾驶舱安
全管理的漏洞只能停留在猜想
中。而此次事件的发生则提醒
我们，现实中，飞机驾驶舱的管
理可能真的没有达到它应有的
严格程度。那么，在个案处理之
外，更要追问一句：还有多少飞
机的驾驶舱把关不严，可以违规
向乘客打开大门？

这不是上纲上线，而是对于
飞行安全最低限度的要求。值
得注意的是，此次涉及违规操作
的是一位机长，他是机上的“最
高权力”，按理说也是机上安全
管理的最重要负责人。而这样

的人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
妻子大开方便之门，除了行为本
身构成违规，也极容易形成一
种错误的示范：机长都拿安
全当儿戏，如何要求其他人
恪守安全规则？如果驾驶舱
都可以让无关者随意出入，其他
安全“小问题”是不是就更可以
不当回事？

通报中提到，此事暴露出机
长规章意识、空防安全意识淡
薄；当班副驾驶、乘务员、安全员
安全敏感性不足……而被带进
驾驶舱的是机长夫人，这或许折
射出机长完全把驾驶舱当成了
自己的“私人领地”。这样一种
观念偏差，显然与驾驶舱作为

“安全重地”的公共定位形成了
直接冲突。它对应的是一种值
得警惕的安全意识和规则意识
的淡漠。它不同于一般因能力

和技术原因导致的违规操作，而
是把违规本身当成了一件见怪
不怪的事。而一旦这种意识淡
漠症蔓延，将会令所有的安全
规 则 都 有 被 消 解 和 架 空 的
可能。这无疑是对飞行安全
的最大威胁。

航空出行已经大众化，人们
对飞机不再陌生，对于飞行安全
也有了更多的平常心。这本是
航空普及的一种必然结果。但
是，对于航空公司和机组人员而
言，不能因此就放松安全之弦，
丧失对规则和安全的敬畏之心，
乃至产生可以“不拘小节”的幻
觉。在这个意义上，此次个案被
严肃处理之外，更期待所有航空
公司都能够举一反三，及时排查
安全漏洞，特别是要从安全文化
建设上，反思目前可能存在的安
全意识淡漠症。

机长完全把驾驶舱当成了自己的“私人领地”，这样一种观念偏差，显然
与驾驶舱作为“安全重地”的公共定位形成了直接冲突。它对应的是一种值
得警惕的安全意识和规则意识的淡漠。

机长夫人进驾驶舱：
丧失对安全规则的敬畏更可怕

□朱昌俊

“手上的掌上明珠”“早就听过一
些耳闻”……这样的病句，密集出现在
热播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人物
口中，让该剧大有成为“病句真题库”
之势。虽然导演表示将及时修改，但
业已播出的那些错漏台词显然已覆水
难收。（1月9日《北京日报》）

公平而论，《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
瘦》是一部不错的片子。可是，就是这
样一部热播剧却也在语言规范上“阴
沟里翻了船”，很多对白出现了明显错
误，最为经典的就是“手上的掌上明
珠”和“早就听过一些耳闻”。尽管导
演为此出面道歉了，但如此低级的错
误为何会出现，仍是值得追问的问题。

文化产品过度商业化需要引起重
视。与以往的影视片不同的是，过去
制作单位都是“国营号”，导演、演员考
虑的不是投资，追求的不是回报，更看
重社会效果。也因此生产出很多经典
影视作品，被人们念念不忘。就像杨
洁导演的《西游记》等影视剧，堪称在
技术手段落后时代制作出的丝毫不逊
如今的精品佳作。

而商业化时代，从业者考虑更多
的是如何吸引投资，如何增加票房收
入。投资商把回报作为第一要务，导
演把“对作品负责”变成了“对老板负
责”，而演员考虑的往往是“何时拍完，
好去下一个片场”。如此这般，剧本创
作缺乏推敲，导演把关也不再字斟句
酌，演员甚至连耐心看完剧本的时间
都没有了。

像“手上的掌上明珠”、“早就听过
一些耳闻”这样的病句，其实是很容易
发现的，只要审核剧本的时候仔细一
点，只要演员说台词的时候仔细一点，
就不至于让病句屡屡成为“漏网之
鱼”。还有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按
照目前的管理规定，所有影视作品在
播出之前都需要监管部门审看，为何
这些环节也没有发现如此明显的语言
不规范问题？

有人说，不就是病句吗，又不影响
整部片子的结构。其实这样的说法是
不对的，影视剧尤其是热门影视剧，受
众中有很多年轻人，还有不少学生，这
样的病句不断出现，就是一种误导。
作为“有文化”的影视剧，岂能如此“没
文化”？

有统计数据显示，如今的影视剧
粗制滥造十分严重，而且拍摄的数量
太多了，以至于电视台都播不完，更多
的要挂在免费网站上，即便这样也没
有多少点击率。因此，有识之士呼吁，
影视作品也需要“去库存”，也需要“计
划生育”。是的，我们需要多些工匠精
神，影视制作少了工匠精神，就不成就

“中国的好莱坞”，毕竟，“拍得多”不如
“拍得好”。

热播剧里的病句是谁的“手上的
掌上明珠”？眼里只有钱的文化创作
是可怕的。热播剧何以该肥的不肥，
该瘦的不瘦？就是因为该关注的细节
不关注，一心只把人民币变成了“利益
的肥”，也就有了“文化的瘦”。

热播剧竟然捧红了

“病句大王”

2018年12月30日，深圳市
公安局龙华分局民治派出所接
市民吴某报警，称其身份信息被
他人在网上传播。经询问，嫌疑
人彭某（系某酒店经理）对其在
微信群发布涉及吴某个人信息
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四十二条规定，警方依法给予
彭某行政拘留七日、罚款500元
的处罚。（1月9日央视新闻）

“花总”曝光部分五星级酒
店的卫生乱象，提醒消费者注
意，也替消费者出了一口气。同
时，“花总”还提醒监管部门要履
职作为，替消费者把好关；更提
醒五星级酒店要诚信经营，洁身
自好，对得起消费者。

然而，个别五星级酒店不反

思自身的问题，反而把账记在
“花总”头上，怨恨“花总”多管闲
事，并动起了报复“花总”的歪心
思，泄露了“花总”的信息想搞臭

“花总”，并在行业内部悄然掀起
了“集体围殴”的风波，令人瞠目
结舌。与此同时，“花总”也遭到
了威胁。

个别酒店从业人员的行为
令公众哗然，舆论集体呼吁严惩
泄露信息的卑劣行径。“花总”为
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消除恐
惧，遂向警方举报个人信息被泄
露的问题。令人欣慰的是，警方
没有辜负“花总”和公众的期待，
终于把泄露信息的酒店经理查
获，并依法给予相应的惩罚，真
是大快人心。

不过，仅仅由公安部门给予

行政拘留 7 日和罚款 500 元处
罚，太轻巧了，既不能给“花总”
一个很好的交代，也难以起到有
效的警示作用。显然，7天时间
一晃就过去了，罚款500元则更
像罚酒三杯，毫无“痛感”。但对
酒店行业来说，这个经理反倒成
了“功臣”，这会大大抵消酒店经
理的违法耻感。

既然找到了泄露“花总”信
息的酒店经理，其刻意维护的利
益链条自然不难寻获。因此，对
可能涉事的相关酒店也应有所
惩戒，否则它们不仅不受影响，
反而因此沾光，在行业内部出了
名。

酒店经理泄露的“花总”的
个人信息，必然有所来源；酒店
泄露顾客信息，岂可不究？同

时，酒店经理要求工作人员“看
到此人预订请相互通知”，足见
他这番所作所为既是个人行为，
更是职务行为，有代表酒店在

“发号施令”之嫌。因此，不能只
是惩罚其泄露“花总”个人信息
的违法行为，一些酒店区别对待
甚至刁难维权顾客的行为，也不
该轻易放过。

当然，这属于监管部门的责
任，不能由公安部门代替。所
以，当公安部门对违法泄露“花
总”个人信息的酒店经理作出处
罚以后，该行业监管部门出场
了，依法依规对涉事酒店作出严
厉处罚，这件事才算处理彻底，
才能给“花总”一个彻底的交代，
这也是以儆效尤的需要，不可小
觑，不可或缺。

惩罚这么轻，也算给“花总”一个交代？
□□王甄言王甄言

近日，福建阳光学院艺术系
要求，学生请假出校园需要家长
请假，家长亲笔书写请假条，并
放身份证拍照，学生本人打印此
材料来办公室办理请假手续。
此规定引起学生争议。（1月 9
日中国青年网）

大学生出校园需要家长给
请假，这个问题，从不同角度看，
会解读出不同的道理。有人以
为，当今的不少大学生，达到了
法定年龄的“成年”，却未必等于

“实际成年”。即便没有“家长请
假”的校方规定，很多家长也都
是每天用电话遥控监护自己孩
子的行踪，估计很多家长会理
解、拥护这种规定。

在现实中，大学生离校外出
期间出意外的情况，近年来时有
发生。就算占比很小，却难令
家长掉以轻心。有些学生，
因为坐一次网约车，就再也
没回来；有些学生，出去见个网
友，就陷入传销窝子没了动静；
去国外留学的学生失踪、遭遇不
测的情况，也发生了多起……在
这些教训面前，学校、家长们提
高防范意识的心情也是不难理
解的。

然而，不管是孩子，还是
学 生 ，早 晚 是 要 走 向 社 会
的。而上了大学的孩子，事
实上已经踏入半个社会。如果
还是坚持对他们的“圈养”、“保

温箱式监护”，就不怕耽误他们
长大成年？

大学时代，不仅是人生迈入
社会、走向成熟的阶段，而且也
是担负很多使命的时代。“五四”
爱国运动中，大学生是主力，那
时的大学生能担负起国家和民
族的历史重任，现在的大学生却
连出个校门都要家长签字，即便
校方用心良苦，但如此“呵护机
制”下的大学生，连“长大”都成
了问题，谈何担负国家和社会发
展的使命？

大学的使命是把学生塑造
成有用人才，而不是让学生平平
稳稳度过三五年，拿到毕业证
——没出任何事，就算“完成任

务”。而有用的人才，首先要学
会独立、自我管理，这应该是大
学期间的“必修课”。大学，除了
教授课本的内容，还要教会学生
能够从容面对社会，独立行走于
社会的能力，培养他们成为人格
健全的公民。否则，就算学生功
课优秀，但却连家长的“怀抱”都
离不开，拿到毕业证，人格上也
不能“毕业”，那大学就难言完成
了培养任务。

“为学生好”、“确保学生安
全”的背后，有没有学校明哲保
身的考量，这是让人怀疑的。而
大学若连基本的担当都没有，这
对学生的示范效应更是叫人担
心。

出校园需家长请假，大学生何以“长大”
□□马涤明马涤明

□□郝雪梅郝雪梅

影视剧尤其是热门影视剧，受众

中有很多年轻人，还有不少学生，这样

的病句不断出现，就是一种误导。作

为“有文化”的影视剧，岂能如此“没文

化”？

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