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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设置“作业吧”没有错
　　最近，南京同仁儿
童医院的“作业吧”引
起了关注，同时也引发
了争议。同仁医院的“作
业吧”设置在一个角落，
来“作业吧”输液的孩子，
通常都是带着作业来边
挂水边写作业的。左手
挂水，右手写作业，有
必要吗？（9 月 27 日 澎
湃新闻）
　　对此，一部分网友
认为，“佛系”的时候
还是“佛系”点，别把
孩子的弦给绷断了。而
另一部分网友则认为，
这种服务应该在所有医

院推广。其实，正反两
面都是“为孩子好”，
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对与
错。只是，舆论争议没
必要给医院造成无谓的
压力。
　　作业压力就摆在面
前，早完成晚完成，都
是得完成。试想，若是
没有“作业吧”，在医
院有许多正在打针的孩
子，就不得不靠着座椅
扶手或顶着昏暗的治疗
灯写作业。推动孩子忍
病完成作业的原动力并
不是医院，而是学校与
家庭。医院只不过是提

供了舒适的作业环境，
这并不意味着鼓励孩子
们忍病完成作业。且深
究其初衷，也是为了孩
子们的健康。
　　其实，有需求，才
有市场，作业吧的出现
源自于家长和孩子们的
现实需求，医院只是找
准需求提供针对性的服
务而已。何况，是否利
用作业吧，家长和孩子
们都有自主选择权。医
院作业吧与医院的经营
往往也没有直接性的利
益关系，更不会强制孩
子们使用。

　　值得在意的是，在
新闻热点引发网友们关
注后，恐怕相关医院也
承受了一定的压力。无
论是反对的声音还是支
持的声音，都难以给医
院的正常运营提供有利
的帮助，反而易制造无
意义的争端。若是舆论
关注被有心人恶意操弄，
恐怕还会给医院的病人
带来负面的影响。有时
候，甚至可能会影响到
正常使用作业吧的部分
家长和孩子。
　　说到底，作为旁观
者，我们应该将目光集

中在繁重的作业压力上，
呼吁相关部门能出台相
应政策，鼓励学校和家
庭设法减轻孩子们生病
期间的作业负担。同时，
视情给相关医院提供必
要的补助，吸引部分老
师到医院帮忙辅导学校。
　　抱病完成作业对孩
子们来说，并非全然的
坏事。关键在于有没有
保护性措施，缓解孩子
们的作业压力，做到治
病与学习两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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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微博名为“求
求别 P 和传播我的照片
了”的网友发文称，她
就是近日被 P 图并广泛
传播的女生本人，自己
的照片被大家随意 P 着
玩，真的很难受，希望
大家不要再继续传播。
网友纷纷致歉并支持其
维护自身权利。
　　一场 P 图引发的风
波背后，是“恶搞文化”
与主流价值的“相爱相
杀”。
　　所谓“恶搞”，其
实是网络亚文化土壤中
生出的一种文化现象，

主要指对严肃主题加以
解构，从而建构出喜剧
或讽刺效果的胡闹娱乐
文化。它反叛传统，追
求个性，抓人眼球。不
可否认的是，“恶搞”
文化以其强大的娱乐功
能充当着社会压力排解
的“安全阀”，为年轻
人提供了天马行空的创
造空间。
　　但须知，过分的“恶
搞”于情不合，也于法
难容。
　　于情，恶搞 P 图是
对该女生的不尊重。此
事源于当事人的姐姐看

到妹妹在朋友圈发了一
张自拍，便 P 图给朋友
看，不料朋友不但未经
同意就把该照片拿去征
集 P 图，还在微博发起
了“修图班 P 图大赛”
的话题。大部分 P 图者
本着“娱乐至死”的心
态参与这场“恶搞狂欢”，
他们其实也本无恶意，
更不会考虑自己的行为
对图片的主人公有何影
响。但试问，倘若自己
的图片被人 P 成这样，
你会作何感想？从女孩
的自白中，我们不难读
出无奈、难过。实际上，

大家本没有权利把自己
的“开心”建立在某个
人的尊严之上。
　　于理，恶搞 P 图涉
嫌侵犯了涉事女孩的相
关权益。所谓的“P 图
大赛”虽不以营利为目
的，但在未经本人同意
的情况下 P 成“恶搞”
表情，甚至配上恶俗文
字，有侵犯肖像权之嫌。
此外，若图片被大量传
播，使得当事人的社会
评价明显降低，也可能
构成对其名誉权的侵犯。
　　“恶搞文化”的底
线是社会主流价值，即

文明、友善、尊重。在
文化多元化趋势日益加
快的当下，我们乐见越
来越多的亚文化投入主
流文化的怀抱，共同谱
写中华文化的新篇章。
同时，作为新时代的年
轻人，我们也必须以传
播和发扬先进文化为己
任，杜绝恶俗文化披着
“恶搞”的外衣，污染
了清朗的网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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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图有风险，“恶搞”需谨慎

　　9 月 26 日，人民网
公布了“游戏适龄提示”
统一标识、第一批标记
的游戏以及第三批参与
的企业和产品。至此，
已有 23 家头部游戏企业
参与“游戏适龄提示”。
本次公布的第一批进行
适龄标记的游戏有：完
美世界《武林外传》、
巨人网络《征途》、蓝
港互动《蜀山战纪之剑
侠传奇》等。
　　第一批贴标游戏的

公布，是游戏行业内首
次在产品中出现适龄提
示标识，是由人民网上
线的平台，平台根据现
行法律规定和青少年成
长过程中的生理特征、
认知能力、道德水平综
合考虑，对增强未成年
人保护和引导起到有效
的帮助。
　　近年来，随着信息
化的推进、网络的发展、
智能手机的普及和手机
应用的层出，网游变得

随时随地触手可及。不
难发现，大街上、地铁里、
餐馆中，到处都有举着
手机打网游的人群身影，
而且打网游的低龄化趋
势日益明显，越来越多
中学生甚至小学生加入
这个队伍。
　　然而，由于大多数
学生缺乏必要的自律习
惯、家庭管理和学校引
导，网游成瘾愈演愈烈。
所以，亟待社会各界共
同努力，配合解决未成

年人网游成瘾的问题。
“游戏适龄提示”统一
标识的设置和使用正是
解决该问题迈出的重要
一步。
　　网络游戏“游戏适
龄提示”是对孩子最大
的守护，保护未成年人，
做有思想有创意的游戏。
游戏公司也应该履行自
身社会责任，近年来行
业的“大浪淘沙”，不
仅倒逼游戏企业提升研
发能力、不断创新，也

在推动着全行业逐步完
善产业链布局，越来越
多的企业意识到“未成
年人保护”的重要性。
　　可是我们也应注意，
不要让游戏适龄提示统
一标识沦为只是提示，
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监
管，严格游戏适龄准入，
切实发挥统一标识的作
用！

█刘梅

“游戏适龄提示”不应只是提示

　　随着赠品被越来越
多的商家作为营销策略
使用，赠品质量问题也
逐渐遭到消费者吐槽。
近日，家住安徽省安庆
市大观区宜园路的朱先
生就为赠品和商家较上
了真儿，原来他买洗衣
机得到的电水壶赠品不
足一星期就“罢工”了。

（9 月 27 日《安庆晚报》）
　　近年来，一些商家
为了把生意做活做大做

强，每到节假日的时候，
往往会推出一系列的商
品促销活动，其中最有
吸引力的当数“买一送
一”了。但这类促销活
动有一点让消费者感到
很困惑，那就是商家
赠送的商品在使用过程
中出现了质量问题怎么
办？找商家吧，商家往
往以“这是赠送商品，
质量概不负责”为由来
搪塞或拒绝。而一些消

费者也往往认为，反正
是赠品，有质量问题也
属正常，于是就算了，
因而也就不予追究。殊
不知，顾客的这种“谦
让”，无形中给一些商
家有了可乘之机。
　　其实，赠品也是产
品，赠品不是“次品”，
岂能“不求质量”？因此，
只要产品进入市场，就
必须遵守《产品质量法》
的规定，就应该符合国

家有关的质量安全标准
要求，不能是假冒伪劣
产品。因此，商家必须
明白，赠品虽然是免费
的，但它属于经营者提
供的附加商品，所以，
即使是赠品也必须保证
质量，必须是合格产品，
否则，消费者在使用过
程中一旦出现质量问题
或发生事故，商家必须
承担责任并赔偿损失。
也就是说，赠品并不意

味着商家可以免责，免
费赠品一旦出现质量问
题商家照样要进行赔偿。
　　因此，希望广大商
家在商品促销活动中，
不但要保证商品的质量，
也要保证赠品的质量。
如此，促销活动才能真
正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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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品”不是“次品”，岂能不求质量？


